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话直说

组建社交老乡群本是身在异地的老乡们一起聊
天、 叙叙家乡情谊的网络聚集地， 但这类以情感为纽
带的场所， 近期却被诈骗分子盯上了。 （10月17日新
华社） □老笔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新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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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联合惩戒是对医闹行为的有力回击

■世象漫说

让失能老人活得更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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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伪科技”
要借助科普的力量

“一人失能， 一家失衡”的
状况亟待缓解，这不是个体和
家庭问题，而是社会性的大问
题 。 要让老年人实现老有所
依 、老有所乐 ，需要汇聚起全
社会的善心义举，共同让失能
老人找回生活的尊严和快乐。

□胡蔚

■每日观点

厚待
优秀产业工人的意义

为城市交管“生命接力”点赞

李雪 ： 10月 15日 ， 河南郑
州。 一药房开业宣传， 一天两次
为排队前80名的市民免费发5枚
鸡蛋， 近百名老人排队数小时领
取， 有人凌晨四点就来。 免费发
礼品作为一种营销手段， 不违法
未尝不可。 但是， 对于老人及其
家人 ， 应该正确认识这样的活
动。 一方面须谨防被此类活动背
后的营销陷阱所伤； 另一方面老
人应顾及到自己的身体承受力，
切莫逞能。

不要迷恋
“排队领鸡蛋” 近日，发改委、人民银行等28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对严重
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失信行为责
任人实施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
的通知， 将实施跨部门联合惩戒
措施，包括将限制其乘坐飞机、列
车软卧、G字头动车组列车、其他
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高消
费及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
费行为等。（10月17日中新网）

应该说，近几年来，医闹行为
时有发生， 甚至有暴力伤医乃至
杀医的极端恶性事件。如前几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医生就

被患者家属暴力伤害， 引发广泛
关注。在医闹现象多发的背景下，
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惩戒医闹行
为，必将导致医护行业人人自危，
导致双输局面。 由相关部门对医
闹行为实施联合惩戒， 显然有助
提高医闹者的作恶成本， 促进和
谐医患关系的形成。

众所周知， 医疗属于专业性
极强的行业， 这让很多医疗知识
匮乏的患者在信息不对称格局
下， 容易对医生的诊疗方式、手
段、结果产生怀疑。特别是，一些
患者对医疗技术怀有不切实际的

幻想，对医护人员要求过度，稍有
不满， 便将恶气撒向无辜的医护
人员。

这种原始丛林式的暴力伤医
行为，显然偏离了法治轨道，让本
应受到尊重的白衣天使尊严扫
地，毫无安全感可言。如果不对这
种暴行严加防范和惩戒， 必将导
致一地鸡毛，医护、患者、社会各
方之间没有赢家。 期盼相关部门
能够密切协作，狠抓落实，进而形
成威慑，打消一些人有恃无恐，以
闹为荣的心理， 还公众健康、互
信、和睦的医患关系。 □史洪举

吴学安： 量子养生衣、 防引
力波辐射服……最近， 一系列贴
着高科技标签的 “伪科技” 产品
或骗局令人可笑又可气 。 这些
年， 我国科技创新进展快速， 但
“李鬼” 的泛滥， 说明科学素养
的提升工作依旧任重道远。 “伪
科技” 产品之所以能充斥网络和
市场， 说明我们的科普工作仍存
在缺位， 剥开伪科技的外衣， 需
要科技部门切实担负起责任。

车道避让爱心提醒一夜间刷
屏、 警车开道、 999全程护送、 5
个半小时跑完500公里……16日，
北京初二学生小宇泽的跨地区
“生命接力” 牵动着很多人的心。
由于意外事故， 小宇泽在内蒙古
期间遭遇重伤， 计划于16日从内
蒙古转诊回北京天坛医院接受治
疗。 记者在医院现场获悉， 上午
10点半， 小宇泽被推进重症医学
科， 天坛医院已组织专家提前会
诊并开通绿色通道进行抢救。 这
个时间比预估提前了将近2个小
时。 （10月18日 《北京青年报》）

毋庸置疑， 救护车飞驰， 就
是生命与时间赛跑， 多争取一秒
时间 ， 生命延续就能多一丝希
望。 而这也是 “北京初中生内蒙
古遇车祸需转院北京， 遇到车队
请避让” 广泛引起关注， 并迅速

刷屏的重要原因。 借助媒体报道
来看一下： 在北京市交管局和昌
平交通支队两级指挥中心， 车队
的一举一动实时展示在大屏幕
上。 9时29分， 车队抵达京藏高
速路潭峪沟隧道……10时05分 ，
车队进入城区。 此期间， 昌平交
警采取了途中施工路段暂停施工
等保障措施。 进入城区为缩短时
间， 交管局临时决定启用备用方
案， 避开拥堵路段。 10时36分顺
利抵达天坛医院。

上述， 可谓是惊心动魄。 保
障救护车高速通行， 不仅有赖于
道路行驶车辆的依法有序避让，
更有赖于城市交管部门宏观与细
节调控机制的完备。 据悉， 进京
后接力护送， 动用了三区交警。
而且， 如遇突发情况， 沿线值守
的民警随时可以为救护车 “开

路 ”， 保证车辆顺利到达医院 。
这些 ， 就为生命安全增添了保
障。 城市交管 “生命接力” 完善
程度， 关乎着城市安全指数、 宜
居指数， 以及老百姓幸福指数。
尤其是， 类似于北京这样的大城
市， 人员密集且容易发生道路拥

堵， 越是如此， 越应该建立起完
备的 “应急联动机制”， 从而确
保急救车等事关人命安全的车辆
畅通无阻。 同样， 对于公民个人
而言， 也应多些法律意识， 不要
让道路因为自己的任性而拥堵。

□杨玉龙

他们疾病与衰老并存， 无法
行走、 不能自理， 甚至无法控制
身体排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
名字： 失能老人。 全国失能和半
失能老人已超过4000万人， 他们
的养护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 减
轻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家庭的照料

和经济负担， 维护失能和半失能
老人的生活质量和尊严， 需要社
会各界共同发力。 （10月17日新
华社）

失能老人是社会的一个特殊
群体， 他们或因身体疾病， 或因
年龄过大， 失去了生活的自理能
力， 基本的吃喝拉撒都需要专人
看护与照料， 往往依靠子女或是
专业养老机构照顾， 在现在的家
庭结构和机构养老现状下， 失能
老人已经成为亟待全社会关注与
解决的课题。

一些子女由于自身家庭困难
或是工作繁忙， 没有时间长期服
侍老人， 大大增加了家庭负担、
激化了家庭矛盾。 目前养老服务

机构和设施也存在短板， 存在很
大的机构养老缺口， 加之费用较
高， 超出了不少家庭的经济承担
能力。 这些综合因素 ， 导 致 失
能老人处于医养两难的境地 。
除 了 生 活 上 的 照 料 ， 失 能 老
人 的 心 理 状 况 也 需 要 得 到 更
多 的 关 注 ， 不 少 老 年 人 在 失
能 后 ， 深 感 老 而 无 用 拖 累 家
人 ， 心 理 状 态 很 不 稳 定 ， 甚
至有的失能老人选择走极端 ，
失能老人的生活质量和尊严得
不到有效的保障。

根据全国老龄办、 民政部 、
财政部2016年10月共同发布的第
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
样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失能、 半

失能老年人大致4063万人， 占老
年人口18.3%。 中国人口老龄化
趋势还在加快， 这不禁考验着每
一个家庭的身心承受能力， 也在
倒逼社会养老机制如何 发 挥 出
更 加 有 效 的 作 用 。 当 前 ， 不
少 地 方 也 在 探 索 建 立 机 构 养
老 的 新 模 式 ， 借 助 社 工 、 志
愿 者 的 力 量 ， 依 托 现 代 化 信
息 化 新技术 ， 再从医疗机构 、
养老机构中进一步挖掘潜力， 取
得了一定的效果。

老年人为国家发展作出了一
辈子的贡献， 理应让他们晚年生
活得更有尊严。 对待失能老人尤
其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养老体
系。 照顾失能老人的重点还是家

庭， 但为了帮助子女缓解压力，
可以进一步推广居家照料、 社区
看护等新模式， 通过建立护理保
险、 转移支付社会基本公共服务
等方式， 在养老资金上为家庭提
供更有力的支持， 再通过购买照
料服务、 加大基层公共养老机构
建设等办法， 让失能老人能够得
到来自多方面的照顾， 提振他们
对于生活的信心。

“一人失能， 一家失衡 ” 的
状况亟待缓解， 这不是个体和家
庭问题， 而是社会性的大问题。
要让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依、 老有
所乐， 需要汇聚起全社会的善心
义举， 共同让失能老人找回生活
的尊严和快乐。

本报15日发表评论， 为给
予优秀员工 “票子、 帽子、 面
子” 全方位激励政策叫好。 当
天 ， 又有两条新闻为此 “添
彩” ———

一是5位优秀产业工人代
表受全国总工会邀请， 走进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厅，
与中外记者见面， 向社会各界
介绍自己的 “成名故事”， 并
围绕 “做大国工匠， 争当知识
型、 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者”
主题展开交流。 这个 “面子”
可谓大矣！

二是北京市公示首批积分
落户名单， 其中获得创新创业
奖加分者超过半数， 获得省部
级以上荣誉称号的有59人； 百
分以上人员中35.8%来自高新
技术企业， 23.4%获得创新创
业奖项， 12人获评省部级以上
劳动模范称号。 这个 “帽子”
果然实惠！

在人们的印象中， 能够走
进国新办新闻发布厅与中外记
者见面的， 都是高级官员或专
家、 学者。 如今 “大国工匠”
跻身其间， 不仅体现了工会对
于他们价值的肯定， 而且表明
他们应该赢得全社会乃至国际
上的认可与尊重。

外来人口落户北京， 是不
知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没
有若干 “硬碰硬” 的条件， 想
都别想。 如今， 优秀者凭借创
新创业、 荣誉称号加分获得落
户资格， 说明技能人才、 先进
人物本身就是 “硬件”， 足以
令崇尚其他 “门道” 者仰慕。

优秀产业工人 ， 特别是
“工匠大师”、 劳动模范， 不仅
是国家的建设者， 更是社会的
脊梁， 厚待他们就是厚待知识
与人才， 厚待劳动与理想。 今
天的厚待之所以成为新闻， 说
明这样的事情还少。 当这类事
情不再是新闻了 ， 才意味着
“劳动光荣， 劳动伟大、劳动崇
高”已成社会共识、 生活常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 今天的新闻
也是给全社会树立榜样， 召唤
劳动精神、 劳模精神、 工匠精
神蔚然成风， 以期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
美好。

□一刀 （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