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医院推出的预约挂号手
机软件， 本来是为了方便家长给
孩子挂号就医， 但却成了号贩子
的谋财利器 。 价值14元的专家号
被号贩子转手卖到800元， 有的难
挂科室价格还会更高。 15日， 北京西
城便衣民警将一个潜伏在儿童医院
附近的10人倒号团伙 “一锅端 ”。
（7月16日 《京华时报》）

儿童医院一个价值仅14元的
专家门诊号， 被号贩子炒到800元
倒卖 ， 令人咋舌 。 从目前来看 ，
神奇无比的APP抢号软件 ， 不仅
“秒杀” 门诊号， 而且 “秒胜” 医
疗机构预约挂号网络平台 。 对于
号贩子利用抢号软件 “秒杀 ” 门
诊号， 进行高价倒卖 ， 公安部门
应予以打击， 但卫生部门及医疗
机构不能置身事外 。 要知道 ， 公
安部门打的是号贩子倒号行为 ，
而不是抢号行为 。 既然抢号软件

弊大利小 ， 又给号贩子提供了生
存土壤 ， 直接影响了门诊号的公
正性， 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 损
害了大多数患者的利益， 那么， 卫生
部门及医疗机构， 就必须对抢号软
件进行全面封杀 ， 像公安部门严
打号贩子一样， 围剿抢号软件。

对 于 抢 号 软 件 ， 不 能 止 于
“头痛医头” 式的被动防范。 在围
剿抢号软件的同时 ， 医疗机构应
主动取得工信部及网络运营商的
支持 ， 给预约挂号网络平台建立
应对抢号软件的 “防火墙”， 提高
安全系数 ， 铲除号贩子的生存土
壤 。 同时 ， 提高预约挂号网络平
台的运行效率 ， 有效规避瘫痪 、
卡壳 、 无法登陆等异常现象 ， 使
网络挂号系统真正发挥积极作用。
再者 ， 患者在挂号就诊时 ， 应保
持理性态度 ， “不要执着于专家
号、 著名专家”。 □张西流

莫让抢号软件破坏医疗秩序

谢庆富： 近日， 记者从银川多
家整形医院了解到， 毕业季到来，
为了重塑形象和顺利求职， 很多学
生不惜重金来打造 “面子工程 ”。
拥有美好人生不能靠长相， 而要靠
内在品质， 与其打造 “面子工程”
不如夯实 “里子工程”。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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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网购投诉增多
倒逼强化监管

毕文章 ： 120急救电话被称为
“救命热线”， 15日南京市急救中心
公布了2015年上半年的呼叫统计数
据， 有43%的电话是无效电话， 要
改变骚扰120的现状 ， 必须加大地
方急救立法工作的力度， 完善相关
的法律， 出台实施细则， 由公安机
关按照规定严惩不贷 ， 依法保护
“生命热线” 的畅通。

依法严惩骚扰者
保120畅通无阻

■世象漫说
超标楼

计划下达投资280万元， 实际投
资额2300余万元； 批复面积1800平
方米， 实际建筑面积逾9300平方米
……记者调查发现， 作为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的湖北省建始
县， 存在违规超标建设办公楼问题。
“超标楼 ” 背后 ， 正规立项被 “搭
车” “注水”， 以及后续监管缺失等
状况不容忽视。 （7月15日新华网）

与其打造“面子”
不如夯实“里子”

□老笔

■长话短说

别让“暑期班”
挤占孩子假期

周歌： 上半年， 全国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 举
报、 咨询364.7万件， 比上年同期增
长6.5％。 其中， 网络购物投诉增速
迅猛。 网购投诉量大幅增加， 既提
醒督促广大公众在网购时要多加谨
慎， 同时， 这也倒逼相关监管体系
要主动而为、 尽职履责。

□瞿方业

记者在过去一周的调查采访中
发现， 暑假培训已成为小学生、 初
高中生的 “第三个学期 ”， 家长为
孩子报了各式各样的培训班， 小学
生一周七天四门课排满课程表， 5
岁娃将上6个班…… (7月16日 《华
西都市报》)

从一道道网络流传的 “幼升小”
入学 “神题”， 到一个个营销广告
中的 “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的
教育伪科学， 从家长怀揣现金半夜
排队只求让孩子挤进名校， 再到孩
子们被暑期班挤满的暑假时光， 这
背后折射的是家长对孩子成长以及
教育的焦虑 ， 更是这个社会的焦
虑。 “超越式” 的抢跑和非理性的
拔高真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吗？ 答案
恐怕并不乐观。

孔夫子说： “少成若天性， 习
惯如自然。” 孩子有什么样的未来，
取决于家长的教育和引导， 而不是
上什么学校， 上什么班。 面对 “疯
狂” 的暑假班， 家长们更要关注的
是合理的安排孩子们的暑假时光 ，
比如每天安排户外运动的时间、 兴
趣培养的时间、 做家务的时间， 还
可以安排孩子参加一些有意义的夏
令营等等。 从培养孩子的生活习惯
开始， 从品德教育、 独立思考、 逆
境智商、 人际交往等多方面入手 ，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给予孩子选
择的空间， 帮助孩子们有节奏、 有
品质的过一个充实的暑假而不是用
“暑期班” 挤占孩子们的假期 。 尊
重孩子才能赢得未来， 而不只是起
跑线！

□吴左琼

�近日 ， 上海自贸区工会微信订阅号上推出
“职工入会， 你还在等什么”， 向职工大力 “推销”
工会， 并邀请职工在线申请入会。 第二天就收到
十几份入会申请表格， 各类咨询入会的电话也络
绎不绝。 这是自贸区工会经过1年多筹划， 将职工
单体入会方案从纸面搬到现实的关键一步。 所谓
单体入会， 即突破以往单纯依靠企业行政建会的
模式， 在上级工会指导下直接吸纳职工入会。 （7
月15日 《工人日报》）

虽然 《工会法》 要求企业必须成立工会， 也
规定 “职工自愿入会， 职工有权入会”， 但现实中
有不少企业， 特别是非公有企业没有成立工会，
这就给一些希望加入工会组织的职工增加了障碍。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职工加入工会都是通过企
业内成立的工会组织， 如果脱离了企业， 相当于
脱离了工会组织。 那些四处打工的农民工和个体
户， 加入工会组织， 更是不得其门而入。

上海自贸区工会推出的单体入会， 无疑具有
制度创新的意味， 使得那些没有单位， 或者单位
没有成立工会组织的人， 有了加入工会组织的途
径， 意义非同小可。

首先， 单体入会， 增加了职工入会的渠道，
具有创新价值。 工会是职工的娘家， 当职工 “受
了委屈”，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工会组织可以给予
必要的帮助： 提供法律咨询， 指导维权的方式，
有些还专门聘律师为职工维权， 非常给力。 在日
常工作中， 即使合法权益没有受损， 工会还可以
为职工进行其他服务， 提供入职信息， 强化维权
意识， 培训就业技能， 尤其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
工等群体， 这些服务可能具有非常实用的价值。

其次， 服务方式 “很潮”。 单体入会结合了移
动互联网时代的特点， 简化了入会程序， 方便了
职工， 职工不用跑路， 通过网络就能入会。 而且
加入工会组织后， 工会组织对各行业的职工分类
管理， 由专门人员进行网格化的服务———工会组
织利用微信， 及时向入会职工提供各种信息和服
务， 会员也通过网络的方式， 和工会组织进行互
动， 寻求帮助和指导。 这种利用互联网进行服务
的方式， 具有时代特点和进步意义。

单体入会， 是工会组织适应新形势的产物，
也是时代需求的结果， 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利
用新技术服务职工的方式。 应当说， 在国内其他
地方， 职工以个人身份加入工会组织的现象早就
出现了。 比如， 成都市总工会早在十多年前就宣
布打破限制， 凡是愿意加入工会的职工都可直接
到当地工会申请入会。 此举意在为进城务工人员
加入工会提供有效途径。 另外， 北京市总工会近
年来成立社区工作站， 面向非公企业和职工进行
服务， 小吃店、 小发廊员工等零散就业人员， 都
可以自愿加入工会组织。

但单体入会方案， 通过微信接受职工网上入
会申请； 职工入会后， 被划分到相应行业工会联
合会， 由网格指导员负责管理和提供服务； 订阅
号的上线解决了服务效率； 上级工会对自贸区工
会给予经费上的支持， 解决了单体职工入会后没
有经费来源的问题。 这种服务职工的方式， 无疑
具有很多独特的创新思维， 值得推广和肯定。 各
地的工会组织， 可以借鉴这种模式， 为各地的零
星就业职工、 个体户及无工会企业的职工加入工
会组织提供路径， 为更好维护职工权益提供必要
的帮助。

“带火查火”是更大的隐患
为吸取火灾教训开展的消防检

查中 ， 竟有干部一边夹着烟一边
检查 ， 该行为被拍下后还作为宣
传照片出现在政府网站 ， 一时引
起网络热议。 陕西咸阳公安消防
支队表示 ， 对涉事同志 进行通
报批评 ， 该同志在全体大会上做
深刻检查 。 （7月 16日 《法制晚
报》）

以最大的善意来揣测， 或许涉
事干部只是不太注意而已 ， 或许
是烟瘾犯了忍不住罢了 。 但纵使
如此， 考虑其是在开展消防检查
工作 ， 是在督促下属提升安全责
任意识， 是在倡导大家吸取火灾
教训 ， 那夹着 的烟 ， 仍然是那
么的醒目和突兀 ： 指导消防 检
查工作 ， 身为领导却缺乏安 全
意识 ， 不是最 大的讽刺和笑话
么 ？ 许多灾害之所以发生， 正是
由于安全意识不强、 责任不到位，
从而忽视或无视细节防范等人祸
因素。

相比消除灾害防护工具不足、
设备缺乏经常性维护和保养等隐

患， 在很大程度上， “带火查火”
等 “灾害隐患 ” 更须消除 。 因为
唯有如此 ， 才是真正吸取火灾教
训 ， “专项排查整治工作 ” 才会
真正有成效。

□刘孙恒

吸引入会新举
值得推广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