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貂蝉与杨贵妃在同一场景出现、 要想活命必须杀
掉所有人……错乱的时空历史和扭曲的人伦道德， 频
频出现在一些网络游戏中。 正处于系第一颗扣子阶段
的青少年， 应该避免沉迷于此， 须知生命的真正意义
在现实世界。 (10月18日新华社) □老笔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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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对部分医院“傍名牌”现象应给予重视

■世象漫说

大学生代表列席教代会的多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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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膜
要加强监管

吸收学生代表参加学校民
主管理是个新事物，有现实可
行性， 有可预见的发展前景，
而且表明，工会也是培养学生
适应社会能力、提高学生综合
素质的一个平台，值得有条件
的工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进
一步探讨。

□张刃

■每日观点

“不乱建仿古街”
应成共识

“学霸笔记”别当“应考宝典”

天歌 ： “你的手机相册里 ，
有父母的照片吗？” 近日， 位于
重庆市两江新区的木棉纪摄影工
作室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 ， 受
访 的 100人 中 ， 近 七 成 都 沉默
了……父母正在一天天老去， 我
们在享受他们无私的爱的同时 ，
更应该唤醒自己， 去珍惜和收藏
这份最珍贵的爱的点滴， 其中就
包括在我们的手机相册里， 给父
母的照片留点余地。

让我们的手机
为父母照片留点空间

你以为 “协和医院” 指的就
是 北 京 协 和 医 院 ？ 记 者 通 过
第 三 方 软 件 检 索 发 现 ， 全 国
竟 有 1700多 家 “ 协 和 医 院 ” 。
“同济 ” “华山 ” 等知名医院 ，
同样长期遭遇 “傍名牌” 困扰：
正牌就几家 ， 但全国不认识的
“亲戚” 却有成百上千。 （10月
18日 新华社）

搜索 “协和医院” 竟有1700
多家 “协和医院”， 不仅会给患
者带来混淆， 也会玷污正规医院
的形象。 据报道， 作为国家卫健
委指定的全国疑难重症诊治指导
中心， 且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北京

协和医院 ， 只有北京的两个院
区， 其他的 “亲戚” 与自己八竿
子都打不着。 比如， 有说是 “北
京协和医院的连锁医院” 或 “与
北京协和医院是技术上的上下级
关系”。

医院 “傍名牌” 的心思不难
理解， 就是仰仗着人家的名号招
揽顾客、 发财。 比如， 个别 “傍
名牌” 医院收费竟比一般公立医
院贵6倍。 不止价格离谱， 还存
有一定乱象， 如某地方协和医院
存在非法开展终止妊娠手术、 违
法发布医疗广告、 编造疾病、 术
中加价、 诱导医疗等违规违法问

题。 可见， 这些 “傍名牌” 的医
院， 就如同潜伏在老百姓身边的
“医疗杀手”。

医院 “傍名牌 ” 需要规制 ，
一则应强化市场监管。医院“傍名
牌”不仅有违商业经营道德，而且
也会滋生医疗行业乱象。对此，相
关部门须给予重视， 一方面对医
院“傍名牌”应依法介入、整治，加
大处罚力度， 以净化老百姓就医
环境；另一方面也应对这些违法
违规医院公开曝光， 以此倒逼医
疗经营行为规范化； 再者应加强
相关方面的警示， 以增强公众的
防范。 □杨李喆

汪昌莲： 近日， 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对17家企业生产 （代
理） 的27批次不合格面膜进行了
通告。 随后， 检测人员又对16家
企业的23个批次面膜进行了检
测， 发现还有12家企业的18批次
面 膜 菌 落 总 数 不 合 格 。 针 对
面 膜 之 类 的 化 妆 品 ， 应 实 行
电子监管、 定位监管， 严格监管
微商销售产品的来源和合格认
证、 厂家生产资质等。 同时， 网
络平台方还应加强对电商和微商
的把控。

近日， 有网友发现， 不少网
络二手商品商城中， 来自高考学
霸的 “学霸笔记” 热销。 有考入
清华大学的 “学霸” 表示， 自己
高考前， 就曾有人试图等他高考
之后购买他的笔记。 “拿到通知
书之后， 我的这些笔记能卖更多
钱。” 有网络商城表示， 过去一
年中 ， 该商城上有超过10万本
“学霸笔记” 流通， 北京是 “学
霸笔记” 的主要流出地。 而高中
教师称， 类似的 “学霸笔记” 可
能只起 “心理安慰” 作用。 （10
月17日 《北京青年报》）

所谓 “学霸笔记 ”， 就是高
考 “状元 ” 曾经的一种学习历
程。 不错， 那确实是学霸们的学

习心得， 但每一名学生的基础不
同， 出发点就不一样， 所以学霸
们的 “状元思维” 未必就适合所
有的学生。 可有些家长和学生却
并不这样想 ， 而是认为买到了
“学霸笔记” 就买到了 “应考宝
典”， 于是把学习的重心都放在
了 “笔记” 上。 可想而之， 这样
的学习只会偏离靶心， 名落孙山
时再醒悟就晚了。

所以， 相关部门应对 “学霸
笔记 ” 之类的夸大宣传商家 加
强 管 理 ， 不 能 让 其 过 度 放 大
学 习 效 果 来 误 导 学 生 。 对 于
家 长 来 说 ， 应 明 白 学 习 其 实
并 没 有 捷 径 可 走 ， 更 不 存 在
什 么 “应考宝典 ”， 那些自吹自

擂的夸大宣传， 无非是商家的一
种推销手段罢了。 而对于学生来
说， 要想取得好成绩， 绝不能把
希望寄托在这些有意拔高的 “学
霸笔记” 之上， 而应踏踏实实，

一步一个脚印地好好跟老师学
习， 只有摒弃投机取巧之心， 以
一颗平常心去不懈进取， 方能稳
步提高， 一举夺魁。

□徐建中

本报报道， 中国政法大学创
新民主管理方式， 吸纳学生代表
列席学校教代会， 扩大了教代会
的影响力和覆盖面。 该校工会准
备进一步完善这个做法， 使之制
度化； 教代会闭会期间， 学生代
表意见建议的反馈和回复将等同
代表提案处理。

在校大学生参加学校的民主
管理， 这个话题对许多工会工作
者来说可能有些突兀， 但它确实
已经在政法大学实践有年， 而且
效果不错。 惟其如此， 这件事成
了新闻， 也引发读者思考其中的
多重意义。

中国政法大学教代会召开年
度会议时吸纳学生代表列席， 已
经实施9年， 并且逐步扩大名额，
迄今先后有55名学生代表参加了
实践。 列席不是简单的听会， 除
了没有投票权， 他们可以参加会
议的各项议程， 包括参与分团讨
论， 提出意见或建议， 甚至连秩
序册上都列出他们的名字 。 可
见， 校方希望实现重大决策问政
于师生员工的态度是认真的， 请
学生代表列席不是搞 “花架子”，

而是确实希望教代会更好地体现
学校各方面人员的意愿。 行政方
有了接受民主管理的自觉意识，
才会产生这样的列席制度， 这是
这条新闻的意义之一。

其二 ， 校方态度认真 、 诚
恳， 促使列席的学生代表不能把
参会当做 “儿戏”。 事实上， 通
过列席会议 ， 亲身参加 民 主 管
理 实 践 ， 不 仅 有 利 于 他 们 了
解学校大政方针的决策过程 ，
有 利 于 在 更 广 阔 的 层 面 与 教
师 沟 通 ， 密 切 师 生 关 系 ， 而
且 有 助于他们产生作为学生代
表的责任感、 使命感， 从而学会
担当 ， 学会参与 ， 学会人际交
往， 学会表达读书之外的个人见
解……这样丰富的实践， 对他们
而言， 无论是在校的学习生活，

还是毕业后的职业生涯， 都是非
常难得的锻炼机会。

其三， 大学生有文化、 易觉
悟， 通过参加学校的民主管理，
对工会有了比较多的了解， 认识
也变得更为深入和理性了， 这使
他们日后走上社会， 参加工作，
一旦遇到劳动关系问题， （市场
经济条件下， 劳动关系矛盾乃至
纠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能够及
时想到工会， 想到维权。 而且，
他们还能够成为职业生涯中工会
组织最早的宣传和发动对象， 甚
或可能成为自觉的工会宣传者或
骨干力量。

其四 ， 学生代表列席教代
会， 还使得工会从中发现了推进
工作的契机 。 政法大学工会提
出， 进一步完善学生代表列席教

代会的做法， 使之制度化； 加强
学生代表意见和建议的沟通与反
馈机制建设 ， 等同代表提案处
理； 在保证回复效率的基础上，
调查学生代表的满意度， 同时加
强学生代表的遴选工作， 注重学
生代表的层次……这些工作， 显
然已经超出了教代会本身的职
能， 实际上是学校工会工作的进
一步延伸， 最终推进的不仅是民
主管理， 而是学校的整体建设与
发展。

吸收学生代表参加学校民主
管理是个新事物 ， 有现实可行
性， 有可预见的发展前景， 而且
表明， 工会也是培养学生适应社
会能力、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一
个平台， 值得有条件的工会在理
论上和实践中进一步探讨。

日前， 北京市住建委等部
门联合制定发布了 《北京市传
统村落修缮技术导则》。 “求
真” 成为传统村落修缮时追求
的一大原则， 导则明确要求，
在传统村落修缮时， 不得影响
历 史 风 貌 的 展 示 ， 不 得 添
加 原 历史环境没有的仿古建
筑及构筑物， 不应随意修建仿
古街区等。 （10月18日 《北京
青年报》）

“千街一面”， 是许多地方
仿古街给人留下的最大印象。
每到一处， 同样是青砖灰瓦、
木雕花窗 ， 清一色的店铺门
面、 手工作坊， 似曾相识感扑
面而来， 让人恍惚间不知身处
何地。

建造仿古街区 ， 不 是 凭
空 搭 积 木 ， 必 须 尊 重 历 史
传 承 ， 结 合 当 地 的 文 化 底
蕴量身定做 。 而时下， 一些
地方却是反过来了， 拍脑袋想
出故事卖点， 勾勒出仿古街的
样子， 然后再对照图纸进行
翻 新 改 造 ， 削 足 适 履 。 正
如此次导则所要求 禁 止的 ，
“在古井上加建井亭、 古碑加
建碑亭、 路口建牌坊、 院外建
影壁、 路边加建汉白玉石栏
等 ” ， 这些不仅破坏了历史
真 实 性 ， 也 让 这 些 仿 古 建
筑 、 仿 古 街 区 显 得 不 伦 不
类 。 此 外 ， 有 的 地 方 在 建
造 仿 古 街 区 时 ， 热 衷 于 将
村 民 全 部 迁 出 ， 空 留 下 商
铺 店 面 ， 使 得 整 个 街 区 充
满 浓 厚 的 商 业 气 息 ， 却 少
了些烟火味道 。

盲目建设古镇古街， 不仅
不利于传统村落的保护， 也难
以赢得公众的认可， 得不到预
期的经济效益。 如今， 北京出
台技术导则规范传统村落中建
筑的修缮和改造行为， 要求合
理控制商业开发面积比例 ，
“留得住乡愁 ， 留得住人情
味”， 值得点赞。 “不乱建仿
古街 ” 也应成各地的一种共
识， 无论是城市开放还是村落
保护 ， 都应尊重历史的真实
性， 不盲目移植嫁接。

□张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