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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禁电器

电吹风、电水壶、烧水棒、
电饭锅……11月 2日，成都郫县
团结镇一所职业学校的运动场
上，进行了一场“校园违禁物品
清查活动”，这些被学校禁止使用
的寝室“违禁电器”，在学生面前
被当众用斧头敲碎，进行集中销
毁。（《成都商报》）

议论纷纷

学生寝室使用违禁电器是不
少学校都会遇到的老问题，其禁
而不绝也确实让校方很头痛。站
在学校管理的角度，没收学生的
超标电器，旨在从源头清除宿舍
安全隐患，这也是各高等院校的
通行做法。

——东原
学校为了学生安全考虑，禁

止学生在宿舍里使用大功率电
器，初衷无疑是善意的。但是，
学校将没收的学生使用的违禁电
器直接集中销毁，这种做法很不
妥，涉嫌侵权，更谈不上是破解
和处理学生使用违禁电器的上
策。

——何勇
笔 者 认 为 ， 学 校 砸 违 禁 电

器，看似是一场示众教育，其实
质是一场无能的暴力教育。这样
的举动，不仅在公众面前起不到
良好的教育效果，相反，还有损
学校自身形象。毕竟，学校是教
书育人的地方，“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的思想教育工作，才是学
校管理者和老师们的标配。学校
凭什么说销毁就销毁呢？是不是
有点权就任性呢？

——朱丹
既然学校给学生提供食宿学

一条龙服务，就应该考虑周全，
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生活需求，
包括学生要用小家电等。寝室线
路负荷承受不了这些小家电，学
校就不能另铺设一个线路，或是
设个专门区域，供学生用小家电
吗？如此一来，学生即便住校，
也能从中感受到校园的温暖。

——张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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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有价 损害必赔
□王新明

贵州日前发布全国首个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方案，率先启动试点工作，探路
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
府买单”困局。环境有价、损害
担责，谁损害谁买单，才能让天
更蓝、水更绿、空气更清新。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确定的重要
任 务 。 2015 年 ，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确定在贵州等 7 省市开展试点。
这是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保护
和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环境的
重要举措。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
是 一 项 长 期 、 复 杂 的 系 统 工
程 ， 牵 涉 环 节 多 、 触 及 矛 盾
深 。 仅 是 与 损 害 调 查 、 评 估 、
审 判 等 相 关 的 就 有 环 保 、 国
土 、 林 业 、 公 安 等 多 个 部 门 ，
牵 一 发 而 动 全 身 。 此 外 ，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具 有 潜 伏 性 、 长 期
性 、 衍 生 性 等 特 征 ， 其 中 复 杂
的 生 化 转 换 和 技 术 壁 垒 会 导 致
取 证 难 、 评 估 难 ， 进 而 造 成 审
判 难 。 推 进 这 项 改 革 ， 必 须 要
有迎难而上的勇气和智慧。

如今，改革方向和路径已然
明确，关键还在落实。相关部门
之间要拧成一股绳，充分发挥各
自职能，及时沟通信息，“点亮每
一盏灯”。应当看到，试点越深
入，难啃的硬骨头也会越多。如
何完善环境诉讼规则、如何确保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好钢用
在刀刃上”、如何监督企业履行赔
偿责任等等，都是严峻的考验。
要及时公开信息，充分听取群众
意见和建议，只有吸纳民意、汇
聚民智，改革才能取得最大公约
数。

经 验 证 明 ， 要 加 强 监 督 问
责 。 对 改 革 中 不 作 为 、 慢 作 为
的，对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等行为的，必须依法依纪严肃处
理，让环保利剑、法律利剑始终
高悬，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贫困生该是什么样

住院检查变体检应有专业规范

□李小将

近日，一名学生“因穿耐克鞋
被取消助学金”引发热议。作者
称，大学有个同学，打球总穿着开
裂发黄的鞋子，家里省吃俭用几个
月，给他买了双打四折的耐克鞋。
他视如珍宝，每次打完球都要刷一
遍才行。后来他的助学金被取消，
只因“贫困生就该有贫困生的样
子”，他为此哭了很久。（《中国青
年报》）

近几年，因贫困生资格认定

引发的争议屡见不鲜。比如，贫
困生资格认定包括不能用笔记本
电脑、话费不超过一定额度和食
堂消费水平等标准。

客观而言，当地政府和高校
这样做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贫
困生资格认定过程中的确存在这
样那样的难题。但不管怎样，不
能因为一双耐克球鞋就被取消贫
困生资格。

一般而言，贫困生资格认定
都是以家庭经济收入为准，当地
政府和学校这样做，也是按纲办
事。但现实情况是，随着时代的

发展，居民的经济收入水平都发
生了变化，如果再以当年的家庭
经济收入作为贫困生资格标准认
定，显然有点不合适。这是其一。

其二，“贫困生就该有贫困生
的样子”，请问贫困生到底该是什
么样？笔者在上大学生时，也是依
靠国家助学贷款和助学金才完成
四年学业。按照“贫困生就该有贫
困生的样子”思维，难道贫困生就
该是蓬头垢面、食不果腹、衣衫褴
褛 ？ 难 道 贫 困 生 就 必 须 低 人 一
等？不该拥有一双球鞋吗？

当地政府和高校制定、并严

格执行贫困生资格认定标准，目
的是为了确保每一笔助学金真正
用到贫困生的身上，这也是国家
制 定 和 出 台 这 一 制 度 的 题 中 之
意，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时代
在变，贫困生资格认定标准不能
保持一成不变。

一言以蔽之，贫困生资格认
定，既要制定硬性标准，也要做
到与时俱进。只有这样，才能做
到科学扶贫、精准帮扶。否则，

“有耐克球鞋不算贫困生”之类的
问题，就会永远是贫困生资格认
定过程中的未竟之问！

□堂吉伟德

凌晨突然上吐下泻，七旬老人
被送往医院，经过两天治疗后出
院，让老人无法接受的是，住院
2 天做了 57 项化验，化验费近
1500 元，其中还有梅毒、艾滋
病、丙肝、乙肝等的检查。咸阳
市中心医院：为避免病人交叉感
染，住院病人都要检查。患者疑
惑：这些项目真的有必要吗？
（11月8日《华商报》）

住院病人检查梅毒、艾滋病、丙
肝、乙肝等项目，在很多医院业已成
为常态。比如据媒体报道，2010 至

2011年，乌鲁木齐一位80多岁的老
人，因为冠心病住了8个月的医院，
可先后入住的3家医院硬是给他检
查了6遍艾滋病和梅毒项目。其中
第一家医院共对患者进行化验和检
查87项，第二家医院的检查项目是
121项，第三家则是95项。

由于患者缺乏相应的专业能
力，再加上医方占据了主导地位，尽
管患者对“住院检查变体检”的项目
扩大化有意见，但往往会隐忍不发
而给予配合，于是真正被曝光的案
例少之又少。再加上对于患者的质
疑，卫生主管部门往往给出的答复
是“医生可以根据具体病症情况决
定需要检查的项目，但应事先告之

患者”。其实，在诊疗本身没有标准
的情况下，即便医院告诉患者要检
查什么，最终也会变成自话自说的
游戏。

本应精准化的检查结果变成了
大而全的体检，无论如何都不妥
当。但是，究竟不合适在什么地方，
患者的质疑能否转化为专业的诉
求，则缺乏相应的依据。从国外的
经验来看，要避免大检查和滥检查，
关键还得给医方戴上技术管控的笼
子，像干预医疗一样制定检查指南，
出台具体的病种检查标准，给医患
双方提供参照。

有了以病种为单位的检查清单
或者指南，那么检查就不会由医生

一方说了算，患者也有了相应的发
言权。为了防止大检查或者过度检
查带来的巨额成本，一些地方就实
施了制度层面的改革。比如贵州省
实施的病种标准化，明确在所有试
点医院，病人从进入医院起，做什么
检查、用什么药，都将有“规定动作”
的标准化治疗。

虽然医疗大检查早成亟待整治
的顽疾，然而治理层面却鲜有作为，
检查变体检的现象依然层出不穷。
当务之急，还得从医疗标准的制定
和完善入手，尽快建立中国版的病
种检查标准，做什么检查、用什么
药、住多久的院，都要按“规定动作”
的标准化来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