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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证明活着”
不如创新服务

□李小将

近日，在武汉一档《现在督
办》节目短片中，硚口区宝丰街
站邻园社区老人说，高龄津贴复
审要带身份证，如果腿脚不方
便，家人还需带老人持当天或当
月报纸拍的照片去复审，让人心
里特别不舒服。督办员走访附近
高龄老人，他们对“证明自己还
活着”这样的复审方式不可理
解。（《长江日报》）

相关部门之所以这样做，无非
是为了通过严格把关，防止有人冒
领高龄津贴，但为了防止冒领，就
该这样难为别人吗？更何况他们
大多是上了年纪、行动不便的老
人？

诚然，手持报纸拍照确实是一
个人“证明自己还活着”的好办法，
但当多数人对这种做法表示反感
和提出质疑时，相关部门就得反思
这种做法是否合理。

一 个 人 如 何“ 证 明 自 己 活
着”？除了传统的手持报纸拍照，
其实方法还有很多，尤其在信息高
度发达的今天，完全可以用互联网
的优势，建立一套居民基本情况大
数据库，把居民所有相关信息汇集
起来，实现跨地区、跨部门信息共
享，只要轻轻点击鼠标就能了解想
要了解的信息。

尊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尊老也不应只是一句口号，喊喊而
已，应该落实到实实在在的为人民
服务中，以为老人发放高龄津贴为
例，如何人性化、体面地证明老人
活着，高高兴兴地让老人领取津
贴，相关部门应该开动脑筋，创新
服务，多为行动不便的老人考虑一
下，把发放高龄津贴这件事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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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学中文的，所以就很敏感，
第一眼看到就觉得这四个字不对劲。”日
前，在重庆大学中文系读大三的小赵和朋
友在沙坪坝三峡广场附近被一组雕塑吸
引，雕塑上“昭君牧羊”四个大字引起了

大家的讨论。对此，三峡广场管委会的相
关负责人回应称，“这个雕塑描绘的并不是
某个典故，而是对于王昭君在塞外生活场
景的描述。王昭君生活在塞外，应该是有
牧羊经历的。”（《重庆晨报》）

看似轻描淡写的文化想象，造成的影响却
难以估量。尤其是对长期耳濡目染的孩子来
说，此举可能会在心中留下一生都难以磨灭的
印记。没有了对文化事实的尊重之感，才是文
化传承的真正灾难。

——堂吉伟德
昭君出塞、苏武牧羊的故事，都有史可

循。这两件事原本泾渭分明，互不牵扯。这组
雕塑的设计者，却偏偏要将这二者嫁接一下，
让昭君来牧羊，不知苏武是否会应允？

——屈正州
一件好的城市雕塑，不但本身就是令人叹

服的艺术作品，还能引起观赏者的文化共鸣和
美好享受，“昭君牧羊”反其道而行之，是在以
其昏昏使人昭昭。

——斯涵涵

灰姑娘嫁给王子之后，都未必有机会到厨
房里弄得自己一身灰；昭君作为王后，难道还
会去田野里牧马放羊？这样的猜测没有依据，
并且更不该以雕塑的面目示人。

——温国鹏
戏说历史，恶搞古人，其危害比无知更

甚。不尊重历史文化的雕塑是一种城市“污染
物”，既污染视觉，又污染心灵。如果今后孩子
们只知“昭君牧羊”而不知“昭君出塞”“苏武
牧羊”，责任谁负？

——陈广江
“昭君牧羊”宜宽容看待，提到历史人物

便与其典故联系起来，不免会在历史的故纸堆
里迷失，以此论之，玉环只剩下醉酒、西施只
剩下浣纱，定然没有趣味。

——木须虫

请还医生应得的尊重与理解
□周 畅

近日，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台普通的
腹股沟疝手术前，出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细节
——患者张先生在上台接受手术前递给主刀医
生李培明一张留言条，叮嘱家人即便出现意
外，也不要为难医院和医生；5月19日，安徽
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生瘫坐在地上喝葡糖
的照片在网上引起关注。拍摄者说，这名医生
忙碌一天，累得虚脱，喝葡萄糖补充体力。
（新华网）

在连续诉诸媒体的暴力伤医事件之后，这
两个细节引发公众动容。跳出暴力伤医的怪
圈，还给医生应得的尊重与理解，让医患关系
多一份和谐，成为社会的共同期待。

照片上的医生是在连续工作 12 个多小时
后，累到虚脱，靠喝葡萄糖补充体力；写字条
的患者则感动于医务人员一次次将他从死亡线
上拉回，打手势让护理人员拿来纸和笔写下叮

嘱。这两个细节，既体现了医生职业的高强度
和高压力，更反映了医护人员所处的尴尬境
地。感动和心酸之余，似乎更应对他们更多尊
重和理解。

不尊重医生令人难过，频发的暴力伤医更
令人痛心。抛开医生的职业身份，他们都是一
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本和我们身边的亲人、
朋友一样，为了工作而努力，为了生活而奋
斗。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医生这个特殊的职业
又注定了他们与人们的生老病死息息相关，在
这些事面前，医生责任很大，但是这个职业无
论如何不应当成为风险职业。

每一份职业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个辛勤工
作的人也都应当得到相应的理解与包容。而对
待医生的态度反映了对待生命的态度。在本就
面临工作压力大、待遇低、职业认可度低的情
况下，还要应对不断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试
想，还有谁愿意来当医生？还有谁能成为我们
的健康守护者？

尊重、理解医生，就是为我们自己提供免

于疾病恐惧的自由，其基础是让医生有尊严。
“钱少事多压力大”不仅难言尊严，更无法保
证职业认同感。因此，重塑医生评价体系，在
职称评审和薪酬评定上向那些疗效好、花钱
少、有爱心、多临床的医生倾斜，给他们更多
的职业关怀，已显得十分迫切。

尊重、理解医生的前提是信任。面对生老
病死，每个人的心情都很难淡然处之，但要相
信科学，相信医生。不仅相信医生的专业水
平，更要相信他们的责任心和职业素养。诸如
在非急救状态下合理的等待，以及面对生死有
正确的医疗期许，要相信，任何无端的怀疑和
猜忌，不会减轻患者的病情，只会让医患之间
的“结”越来越难解。

尊重、理解医生才能带来医患的“双
赢”。让医生这份职业重回“白衣天使”的
荣光，让医护人员再度感受到职业的尊崇，
让每个人的生命健康都有保障，要靠社会的
共同努力，也有赖于医疗改革的进一步推
进。

□白靖利

5月 21日上午，北京复兴门百盛商场北
楼，一名八岁女童坠入打开的电梯迎宾踏板
内，左大腿被划伤25厘米。商场负责人介绍，
事发时商场刚开门营业不久，电梯处于停运状
态。踏板打开是因电梯维修人员未向商场报
备，私自打开电梯进行停运维护，且未在周围
设置围挡。（《新京报》）

从北京到深圳，从厦门到荆州，近年来电
梯伤人、“吃人”事件屡屡发生，暴露出的电梯
设备安全形势严峻。除了造成伤亡事故，扶梯
倒转、电梯门夹人等情况在各地也时有发生。

在公共安全上，责任心有时候比技术更重
要。然而，使用28年的电梯仍在运行、还在质
保期内的电梯也能“吃人”、提前发现异常不采取
措施……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电梯悲剧，暴露出
一些电梯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的责任心“停运”。

从楼房直梯到商场、地铁扶梯，电梯已经

成为公众日常生活“上上下下”的重要交通工
具，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然而，生产
环节质量控制不严、维保流程敷衍了事走过
场、监管滞后、标准针对性不强……埋伏于各
个环节的隐患导致电梯安全形势严峻。

“安全重于泰山”不能总用生命和鲜血来
证明。杜绝电梯安全事故，要避免“好了伤疤
忘了疼”。总是振振有词的事后“加强管理”换
不回已经逝去的生命，一次次看似严肃的安全
生产工作会议也无法缓解伤者的痛楚，如何真
正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切实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心，不仅需要信誓旦旦的表态，更需要扎扎实
实的行动。

暑期即将来临，各大公共场所的电梯将迎
来使用高峰。北京百盛商场发生的电梯伤人事
件，再度凸显安全生产的责任心不能“停运”。
有关部门不仅应抓紧排查类似的“责任心隐
患”，还要在执法检查、技术维护等环节多一点
落实，少一些敷衍。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安全
生产的底线，避免再发生充满血泪的教训。

再过20多天就能上市的一亩西瓜
遭破坏，而破坏者竟是三名高中生。5
月21日，查清真相的浙江乐清南塘派
出所民警提出除监护人赔偿瓜农损失，
还建议让三名学生到瓜地帮忙干活，以
实际行动进行道歉。（《乐清日报》）

【点评】
@期盼和谐：这样的“体罚”很

有意义。
@菜花：希望孩子们知错能改。

5月21日上午，湖北宜昌一男子
乘坐滑翔伞在空中向女朋友求婚。但在
低空欲降落时，因一阵强风被刮到树
上。男子挂在树上近1小时，最后请来
吊车救援。获救后，男子手捧一束花，
来到女友面前求婚。但女子没有答应，
而是转身离去。（人民网）

【点评】
@渐行渐远：韩国电视剧看多了

吧？
@凹凸MAN：不喜欢的话，怎么

折腾都没用。

5月22日上午9时，昆明飞往西双
版纳的航班降落，云南勐海小伙蔡乃忠
（被拐前名叫石安明）踏上景洪这片已
完全陌生的土地。他说他只依稀记得母
亲和外婆的模样，因为小时候她们对他
很好，村寨过去的模样也依稀记得，因
为他常到村边的小河玩耍。6岁被拐卖
到广东湛江，16年来一直没有放下寻
找亲人的念头。16年后再相聚，一家
人相拥而泣。（新华网）

【点评】
@取暖回忆：回来就好。
@战春雨：不幸中的万幸，祝福

小伙合家团聚。
@独来独往：坚决严惩人贩子。

王昭君何以“被牧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