
5月25日凌晨，刘先生在郑州市青秀佳苑小区
送奶时，不小心剐蹭到路旁停放的奥迪A6轿车。为
不影响送奶，他在奥迪车上贴下一张字条。“送完
奶，奥迪车主仍然没联系他，他就又返回剐蹭地
点。奥迪车主来后，让小刘先拿500块钱修车费，说
有问题再联系。

事情过了三四天，奥迪车主并未给他联系，这

让刘先生心里很忐忑，他拨打了郑州经济广播电
台的电话，希望大家帮他找个便宜点的地方修车。
一些市民对他的行为表示了赞誉。27日下午，郑州
一家热心车行老板表示，他们愿意帮助刘先生免
费维修奥迪轿车，同时还表示，如果刘先生不想送
奶了，还欢迎到他的企业工作。

(5月28日人民日报客户端)

作 者/ 张建辉

记者调查发现，国家虽明令禁止非法收购
药品，“二手药”却“满天飞”，甚至流向市
场，不仅污染环境，更威胁百姓生命安全。(5
月28日新华网)

“二手药”的危害不言而喻，《中国药
典》规定，药品过了有效期，就是失效的劣
药，使用恐延误病情甚至中毒。国家虽然明令
禁止非法收购与销售药品，但“二手药”却仍
然横行，严重危害着民众的健康与生命安全。

让二手药不再有市场，需要加强源头治
理，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落实责任部门，建
立健全废旧产品后期处理的规范化管理，建立
深入社区的常态化回收机制，加强对那些无执
照经营“游医”、“药贩”查处力度，加大对
药店等医药场所的抽查，杜绝“二手药”伪装
成正规药品销售出去。

重要的是，要让百姓都能看得起病、吃得
起药，而不能让百姓只能被逼吃“二手药”来
治疗疾病。如果医保不能应保尽保，不能最大
程度地减轻患者的家庭压力，社会救助机制不
能避免患者因病返贫，“二手药”就还有生存
空间，一些不良商人还是能从中看到商机。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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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家长或长辈们又在想
给孩子们送什么礼物了！其实，如今孩子们物质生
活充裕，也不缺少长辈的疼爱，最缺的礼物就是：
快乐。

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思想和应试教育的影
响，每到双休日和暑假，一些培训机构门口，便站
了许多小孩家长。原来，他们是送孩子来上特长

班、兴趣班的。据一项调查显示，某市有百分之六
十五以上的孩子都在周末和暑假上少儿英语、游
泳、钢琴、绘画、表演等各种班，不堪重负。

应当说，让孩子多学点知识，无可厚非。可问
题在于，孩子毕竟是孩子，正处于发育成长期。如
果家长一味地让孩子去“上班”，自然剥夺了孩子
休息的权利。长此以往，就可能扼杀了孩子的天
性，对身心造成伤害，有的还会引发对立情绪，结
果家长越是让他学，他越是不愿学。有个小男孩，
对画画本不感兴趣，可妈妈非给他报了个“画画
班”。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课堂上这个小男孩不
是东张西望，就是做小动作，根本没心思学。回到
家，妈妈一让他练习画画他就发“困”，实在被逼急
了，就乱涂一气，用这种消极的办法来与妈妈对
抗。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给学生上过一堂生动的
教育课。他把一只大公鸡和一把米放在桌子上，然
后按住公鸡的头，强迫它吃米，可是大公鸡只叫不
吃。他掰开鸡的嘴，把米硬往里面塞，大公鸡拼力
挣扎，还是不吃。最后他把鸡放到桌子上，自己后
退了几步，大公鸡却啄起米来。陶行知借此喻示了
一个道理：如果强迫孩子学习，他是不快乐的，就
算勉强学了，也是食而不化，迟早要还给老师。

在我国，大多数孩子接受到的灌输式教育多，
启发式教育少，课业负担不是太轻，而是太重。孩
子的教育问题因此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正
如专家所言：儿童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传授多
少知识，而在于如何启迪智慧，孩子的学业负担不
宜过重，应该快乐、轻松地成长。而如今，我们的孩
子恰恰缺少的就是快乐。

应当看到，孩子之间有着个体差异，适合的才
是最好的。任何事情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孩子教
育也是如此，家长一定要按孩子的成长规律办事，
不应该追求小孩学得越多越好，更不可想当然地
盲目攀比。否则就是拔苗助长，劳民伤财。关键在
于帮助他们养成一种良好的学习习惯。陶行知曾
说：“我们对于儿童有两种极端的心理，都对儿童
有害。一是忽视；二是期望太切。忽视则任其像茅
草样自生自灭；期望太切不免揠苗助长，反而促其
夭折。”耐心地了解孩子，真心地交流沟通，调动起
孩子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让他们在快乐中学习、成
长，才是孩子最需要的。

让孩子们像小鸟一样自由自在地过个儿童
节，并把这种快乐延伸到孩子日常生活的每一天，
这才是给孩子“六·一”儿童节最好的礼物。

5月28日，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表示，要抓
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按照中央提出的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要
求，进一步做好“乡愁”这篇地名文化建设文
章。（5月29日《京华时报》）

地名是现实的方向，亦是心灵的归所。因
此，那些因历史而沉淀下来的地名，不仅是
GPS导航上的标识，更是钩沉人文记忆的符
号。不过，随着城镇化发展，一些“大洋古怪
重”的地名，成了断裂的城市新文化的代言。

地名乱象，在很多城市都司空见惯。有市
民在朋友圈感慨郑州的地名——— 早上在“托斯
卡纳”的家里，出门在“普罗旺世”堵会儿
车，中午约着住“阿卡迪亚”的朋友去“大上
海”逛，晚上在“曼哈顿”吃大餐；与此同
时，你会分别路过陈寨、侯寨、孟寨、白庄、
聂庄、西韩砦……不过几条马路的功夫，从古
至今，横跨寰宇，也是醉了。

作为基础地理信息的地名，承载着工具意
义和文化价值，亟待规范有序的制度指引。一
是按照1986年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对现
有地名梳理整顿，重点纠偏“大洋古怪重”的
地名。二是对传统地名中的文化遗产存量评
估，加大地名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三是坚
持地名的相对稳定性，慎重更名，稳妥立名，
扩大市民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对于以权立名、
有偿立名等现象，须严肃追责。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务院日前批转的《关
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均提
出“抓紧实施户籍制度改革”。目前，全国至少已
有16个省份正式出台了本省份的户籍制度改革
意见。值得注意的是，在居住证提供的公共服务
范围所需条件上，大多数省份并未明确具体年
限。(5月29日新华网)

尽管过去多年我国户籍改革从未止步，但与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民意期待相比，还有很大差
距。去年7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
制度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无论是推行居住
证制度，还是确立的改革目标，让公众对户籍改
革燃起新的希望。但落实《意见》关键在地方。

《意见》中指出，各省份“要根据本意见，统筹
考虑，因地制宜，抓紧出台本地区具体可操作的
户籍制度改革措施，并向社会公布”。在《意见》没
有明确具体期限的情况下，十几个省份能早日出
台自己的改革意见，值得肯定。但需要注意的是，
户籍改革最关键的内容是相关福利事宜，这一块
大都模糊不清的。

当前，公众之所以不满意现行户籍制度，主
要是因为户籍上附加的福利太多，比如网友曾经
统计显示，某市户口有80余项福利。所以，公众对
户籍改革最关注的问题是，福利待遇差别何时消
除，或者说改革能消除多少不公？然而，仅有新疆
和贵州给出了较为具体的时间，其他省份则“语

焉不详”。新疆的户籍改革意见，不仅明确居住证
持有人连续居住满二年和参加社会保险满二年，
逐步享有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相关权利，也明
确规定：随行子女在当地连续就学满四年以上、
父母参加社会保险满三年为基本条件，逐步享有
随行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的资格。这种改
革意见无疑具有可操作性。

当然，大多数省份改革意见“语焉不详”，与
目前缺乏“国家版”的顶层设计有关，即国家居住
证管理办法尚未正式出台。在这种情况下，地方
的主动作为很重要。既然新疆与贵州可以明确公
民福利相关事宜，其他省份怎么就不可以？这让
笔者想起另一条新闻：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曾
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
市长的反对”。原因是，推行户籍改革需要地方政
府在教育、卫生、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增加财政
投入，提供相关公共服务，这对地方来说压力不
小，所以，很多地方户籍改革能拖则拖。

户籍改革不是让农业人口换个名头那样简
单。在福利相关事宜规定模糊的情况下，“户改”
很容易变“空改”，这样一来，改革就达不到预期
效果。笔者建议，国家有关方面应尽快出台《居住
证管理办法》，指导、规范地方推进户籍改革，对
地方改革意见进行严格把关，凡是不符合《意见》
要求的，“语焉不详”的，都应该打回去重新制定，
并明确所有地方出台改革意见的期限。

快乐是孩子最好的礼物
□ 高国春

“户改”不是

换个名头那么简单
□ 冯海宁 让“二手药”

别再有市场
□ 戴先任

让地名成为钩沉

人文记忆符号
□ 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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