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6月份开始，山东省33家驻济省部属公立医
院和国有企业、行业、部队医院与济南市属、区属
25家公立医院一起，共同启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药品零差率销售，同步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
报销政策。省城几家三甲综合医院尽管诊察费提
高，但记者发现就诊人群并没有明显变化；绝大多
数受访患者接受提价。

众所周知，目前医疗技术服务收费价格偏低，
像作为稀缺资源的专家挂号费跟普通挂号费几乎
没有差别，过去省城济南最高的专家号收费只有
区区21元，正高诊察费9元，副高诊察费7元。由此形
成了“以药补医”、“以药养医”的机制，存在诸多弊
端，造成“看病难”、“看病贵”，引起公众不满意。

作为稀缺资源的专家医生，他们的专业技术
价值得不到有效体现和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就打
击医务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而且，专家号收费标
准过低，使得很多压根不需要看专家号的患者也
选择去挂专家号，因为谁都不在乎多花几块钱，导
致专家号一号难求，乃至出现“黄牛党”“趁火打
劫”，而普通号却又无人问津，造成普通号资源闲
置浪费。另一方面，医院、医生为了获得更高或者
有体面的收入，不得不推销高价药品，医生沦为药

品推销员，加重了患者的医药费负担，损害了医
院、医生的社会形象，不利于医患互信的建立。

这次启动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主要措施是
在药品零差率销售的基础之上，提高专家挂号费、
诊疗费。但从本质上说，主要就是一句话，将由过
去的有弊病的“以药补医”、“以药养医”体制改革
为健康良性的“以医养医”体制，进而破解“看病
难”、“看病贵”等饱受公众诟病的问题，对医生和
患者双方而言，都是利好。道理不难理解，虽然诊
疗费提高了，但医药费降低了，医保报销政策变
了，使得患者看病的总费用并没有上涨，有的还降
低了。另一方面，最关键的是，这意味着对医生技
术含金量的认可，是对医生劳动价值的尊重，这不
仅直接提高了医生的收入，不必再当药品推销员，
而且可以调动医生的工作积极性，更用心地为患

者看病，而不是想着走穴赚钱。
以综合改革中的上调专家挂号费政策为例，

于专家医生而言，减少了每天接待病人数量，直接
减轻了工作负担，从繁忙之中解脱出来，让医生群
体的自身健康得到保障。而且，专家给病人看病的
时间长了，这样可以更好地与患者进行交流、沟
通，缓和医患关系，减少乃至避免误解引发的医患
冲突。

可见，专家挂号费和诊疗费上涨是建立良性
医疗体制的破题之举。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医疗
体制改革任重道艰，绝非单单提高专家挂号费和
诊疗费就能解决各种问题，而且诊疗费上涨过快
也有可能抵消对患者的其他让利，因此，如何真正
建立良性的医疗体制机制，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
探索完善。

粽叶飘香，雄黄酒浓，又到一年端午。如何过
一个有意义的端午节？有媒体发起的调查显示，
93 . 2%的受访者表示，在端午节吃粽子是必不可
少的事。除此，赛龙舟是人们最耳熟能详的端午
习俗，知晓度超93%；知晓度最低的是戴香袋，不
足六成。问卷调查同时也表明，受访者对眼下端
午的节日气氛并不十分满意。

端午节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节分
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几千年来，端午
从来就是一个富有诗意和爱国传统的节日。端午
节寄托着人们丰富的文化情感、厚重的家国情
怀。端午节背后，是国家和民族长期积淀的历史
和文化，是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文化内涵，是深
刻蕴含着的民族情感和精神智慧。文化，是端午
之魂。然而，随着时光流逝、社会变迁，插艾挂菖、
祭龙祭屈这些传统的过节形式与现代生活渐行
渐远。除了几个粽子、一天假期，很多人淡忘了端
午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称其为“最熟悉的陌生
节日”。

德国语言学家雅克布·格林曾说：“构成民族
界限的，不是河流，也不是山脉，而只能是跨越河
流和山脉的传统文化，它是区别于这一民族与另
一民族的永恒标志，是支撑这个民族脊梁的精
神。”因此，我们不妨借过端午之机，唤起我们共
同的民族情感、共同的历史记忆，在端午节中涵
养我们的家国情怀，这既是端午节的生命力和价
值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

据《京华时报》近日报道,曾花费12万元为孩子
报了17个培优班的武汉“着急妈妈”，最近又着急
了。3年前，徐女士的“着急式”培优，让5岁的儿子
成了幼儿园小朋友眼中了不起的“神童”：他提前
学完了小学二年级的知识。然而，升入小学后，儿
子的成绩却不断下滑，变得“中不溜”。

几年来，徐女士的行为，一直被媒体和教育研
究者们提及。作为“虎妈”的升级版“急妈”，她的行

为严重违反了教育的基本规律。对于刚刚接触到
知识的年幼孩子，最好的办法，是培养他对学习的
兴趣。一段时期以来，某些从事“教育产业”的人，
将“不输在起跑线上”作为恫吓家长的口号，让那
些望子成龙的父母们，病急乱投医地拼命想让孩
子成为“抢跑”人生的那个人。在这种心态下，付出
巨大的财力和心力，还逼坏了孩子，这是一个“多
输”的局面。

6月5日，我国首份系统研究视觉健康的白皮
书《国民视觉健康》发布。白皮书显示，近视已经
成为我国的“国病”：我国5岁以上人群中，每3个人
就有1个人是近视。(6月6日《京华时报》)

如今，社会上戴眼镜的人越来越多。过去，近
视群体尚属于正常范围，现实中戴眼镜的人并不
多。但是近二十多年来，我国近视人群正呈现大
幅增长的趋势。此次发布的《国民视觉健康》白皮
书也显示，在5岁以上总人口中，近视比例为
35.16%至39.21%，近视的总患病人数在4.37亿至
4 . 87亿之间，其中，高度近视的比例在2 . 33%至
2 . 47%之间，患有高度近视的总人口高达2900万
至3040万。看来，用“近视大国”来形容当前我国近
视群体的形态也一点都不为过。

近视，在很多人看来，并不认为是一种“病”，
总觉得通过手术矫正，或者配眼镜就能解决视力
下降的问题。殊不知，当近视演变成一种“国病”
时，这个问题就显得很严重了，不仅会影响近视
群体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而且将影响到一
些特殊行业和特殊岗位的人才使用。尤其是长此
发展下去，将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
隐患。

我国近视群体呈现大幅增长趋势，除了一些
“先天性”的遗传因素之外，主要在于小学生的学
习压力加大，每天看书、写作业等耗费眼力的时

间过长，再加上现在的学生普遍看电视、用电脑、
玩手机等，对眼睛和视力的损伤很大，导致视力
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反而更加透支了视
力。尽管这些年来，医疗卫生部门已经在积极倡
导保护中小学生视力，教育部门也在号召为中小
学生减负减压，但是成效微乎其微。

我们总喜欢举例说，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
样，爱护某某。这说明，爱护眼睛比爱护其他更为
重要。但是，现实中，恰恰缺少爱护眼睛的制度和
氛围，让很多孩子从小就成了“眼镜弟”、“眼镜
妹”。这种“低龄化”的趋势，无疑更加令人担忧。据
白皮书指出，近视的低龄化绝非“多戴一副眼镜”
这么简单，近视的发生与危害都是不可逆的。高
度近视容易产生各类眼底病变，造成严重的永久
性的视功能损害。近视的可遗传性和家族聚集性
会影响我国未来的人口素质。

看来，对近视问题，的确不能再持无所谓的
态度。笔者以为，保护视力，除了个人需要讲究眼
睛卫生，加强自我保护视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国
家层面应当出台相关干预政策，从保护儿童的视
力健康做起，想方设法为中小学生“减负”、“减
压”，防止用眼过度，对视力造成伤害。同时，还要
依托教育部门，加强对中小学生的眼睛体检和视
力保护工作，使中小学生养成科学用眼的良好习
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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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端午节中

涵养家国情怀
□ 白杨林

建立良性医疗体制的破题之举
□ 何 勇

5日上午，安徽六安市毛坦厂中学万人送考情
景再现，夹道欢送的人群让这个山乡小镇再次成为
国人瞩目的焦点。毛坦厂中学，被网民称为“亚洲最
大高考工厂”。（6月5日《法制晚报》）

毛坦厂中学一年一度的“万人送考”，让其成为
关注的焦点。然而这样的关注带给毛坦厂中学的却
不仅仅只是美誉，还有质疑甚至是诟病。尤其是前
几年被媒体冠之以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名字之
后，外界对毛坦厂中学的质疑声就开始远远多于理
解与支持。而在我看来，这未必是客观的，也未必是
公正的。毛坦厂中学之所以面临现在这样的处境，
不过是一个典型的“树大招风”的故事。

其实，在应试教育仍旧占据社会主流的情况
下，其他学校做得未必就比毛坦厂中学更好，彼此
之间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但如果让毛坦厂中
学来承担社会各界对应试教育所有的不满，这显然
不客观，也不公平。更进一步说，我们在质疑与诟病
中，却忘记了这所中学每年为全国高校输送了多少
人才，为国家培养了多少“准人才”。难道学校升学
率低，反而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应试教育制度
有缺陷，但在没有更好的制度代替之前，我们应该
宽容看待这种制度带来的各种现象。

以宽容心态看待

万人送考
□ 苑广阔

近视成为“国病”

不是小问题
□ 阎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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