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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速递

“共享病历”重在共用

最近，不少旅行社推出年终老年人特惠团，
凑够人数便可以低价团购旅行。不少老人呼朋引
伴参加，希望能够获得优惠旅行机会，但迟迟未
能出行。记者调查发现，此类旅行社多属无证经
营，加上老年人取证意识差、维权难等原因，大
多吃了哑巴亏。（《北京晨报》）

说到底，“低价团”陷阱是一些旅行社特意
给部分老年人准备的。对于子女来说，光埋怨父
母贪小便宜并不好，不如平时多陪伴，多念叨被
骗案例，还可以带着父母去旅游。另外，管理部
门也应该负起责任，对于旅行社的资质、导游的
素质进行全方位审查和把关，加强处罚力度，让
无证经营的旅行社离开市场。

□张国栋

日前，北京市卫计委下发
《关于加强北京地区30家试点
医院电子病历共享调阅工作的
通知》。通知指出，将在30家
试点医院全部实现电子病历信
息的共享调阅。这意味着，患
者在不同医院就诊时，可以减
少不必要的重复化验、检验，
不用带着纸质版病历在不同医
院间奔波，获得患者授权后，
医生通过电脑就可调阅患者在
外院的电子病历。(《北京青年
报》)

“共享病历”不是新闻，
一些地方的医院已有尝试。新
的是北京要采取措施，强力推
进。

这意味着患者在北京的这
30 家试点医院就诊时，能减少
不必要的重复化验、检验，不
用带着纸质版病历在不同医院
间奔波；获得患者授权后，医
生用电脑可调阅患者在外院的
电子病历……这样的“共享”，
可谓一举多得。

当然，“共享病历”不是分
享一下了事，重在“病历共
用”。从一些地方的实践看，

“共享”或许可以，但“共用”
做得不够。

原因除了病历不完整或时
效因素，还在于一些医院、医
生受经济利益挂钩影响等，放
着现成病历不用，反而寻找借
口，节外生枝，另外制造新的

“病历”。如此一来，不但增加
了患者负担，也浪费了医疗资
源，“共享病历”也就失去了应
有的意义。

期待北京的“共享病历”
能够在“共用”上下功夫，切
实走出一条利好医患双方的路
子。

□刘宇轩

近日，一组“驴友”在长
城内“生火做饭”的照片在网
络上引发议论。现场图片显示
墙体已被熏黑。12月12日，事
发地蟠龙山长城景区李经理证
实确有此事，工作人员第一时
间制止灭火，对当事人进行了
批评教育，但几位“驴友”强
行下山，景区无法确认其身
份。（详见本报昨日14版）

长城之重，无需赘言。在国
人的眼中，长城是民族的骄傲，
承载着太多的民族情结。但令

人遗憾的是，近年来破坏长城的
行为时有发生。从已经被人们
翻来覆去谴责的墙体上刻字，到
如今在长城内生火做饭致使墙
体变黑，无论这些破坏行为事后
是否能得到修复，长城的历史完
整性与厚重感都已经在有形或
无形中遭到了损害。

诚然，大多数“驴友”们
确实是大自然的观赏者、爱护
者甚至是征服者，但不可否
认，也存在个别“驴友”成为
了大自然的破坏者。后者与其
说是将户外运动作为一种兴
趣，不如说是将其当成了一种
发泄、放肆的渠道，不光对景

观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也是
对自然与文化的蔑视，更是对
整个“驴友”群体的抹黑。这
样说来，“袅袅炊烟”熏黑的，
还有世人眼中整个“驴友”群
体的形象。

在户外运动越来越受到人
们欢迎的当下，个别“驴友”
中的“自然破坏者”所缺乏的
不止是道德素养，还有作为户
外运动爱好者的基本规则。改
变这一现象，需要执法部门的
严惩及时到位，更需要整个

“驴友圈”形成良好的风气。毕
竟，每一次“袅袅炊烟”的升
起，熏黑的不止是一堵墙而已。

长城内生火 熏黑的不仅是城墙

河南近日出台新规定，
进一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
益。其中要求，因生产性事
故导致重伤的农民工要“先
抢救、后结账”，各级卫生
医疗机构不能以任何理由拒
绝抢救或治疗。

工伤认定和工伤待遇落
实长期是农民工面临的难
题，因为费用问题影响救治
的情况并不鲜见。河南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最近出
台意见，全面推行工伤医疗

费用实时结算，确保农民工
发生工伤时能够及时得到救
治，减轻用人单位和农民工
医疗费垫付压力。

同时，引导农民工参加
工伤保险。特别是针对危险
系数较高的各类建筑施工项
目，要求在办理相关手续、
进场施工前，必须提交按项
目参加工伤保险的证明。如
果没有参保证明，将被一律
视为工程安全施工措施不到
位。 据新华社

12月14日，民政部公布
《慈 善 组 织 信 息 公 开 办 法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各
界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
定，慈善组织有下列情形
的，依据《慈善法》有关规
定进行处罚：未依法履行信
息公开义务的；泄露捐赠
人、志愿者、受益人个人隐
私以及捐赠人、慈善信托的
委托人不同意公开的姓名、
名称、住所、通讯方式等信
息的。

应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

征求意见稿明确，慈善
组织应当依法履行信息公开
义务，真实、完整、及时地
向社会公开信息。慈善组织
应当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明
确信息公开的范围、方式和
责任。慈善组织应当对信息
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不得以新闻发布、广
告推广等形式代替应当履行
的信息公开义务。

征求意见稿明确，慈善
组织应当在民政部门统一的
信息平台 （以下简称统一信
息平台），向社会公开下列
慈善信息：基本信息；年度
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
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慈善
信托信息；重大资产变动及
投资、重大交易及资金往
来、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
等。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
善组织的基本信息还应包括
在本组织领取薪酬最高前五
位人员的职务和薪酬；本组
织因公出国 （境） 经费、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用、公
务招待费用、公务差旅费用
的标准。

征求意见稿明确，具有
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在慈善项目终止后三个月
内，应当在统一信息平台上
向社会公布慈善项目实施情
况，包括：项目内容、实施

地域、受益人群、来自公开
募捐和其他来源的收入、项
目的支出情况，项目结束后
有剩余财产的还应当公布剩
余财产的处理情况。项目实
施周期超过六个月的，应当
每三个月公开一次项目实施
情况。

征求意见稿要求，慈善
组织发生重大资产变动或者
开展重大投资活动的，以及
与其他个人或者组织发生重
大交易或者资金往来的，应
当在发生后30日内在统一信
息平台向社会公开具体内容
和金额。慈善组织开展定向
募捐的，应当及时向捐赠人
告知募捐情况、捐赠款物管
理使用情况。捐赠人要求将
捐赠款物管理使用情况向社
会公开的，慈善组织应当向
社会公开。

未履行信息公开者将被处罚

征求意见稿指出，慈善
组织不及时公开应当公开的
事项或者公开的事项不真实
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向
该慈善组织登记的民政部门
投诉、举报。民政部门可以
要求慈善组织就信息公开的
相关事项作出说明，必要时
可以进行约谈。

征求意见稿指出，慈善
组织有下列情形的，依据

《慈善法》 第九十九条的有
关规定进行处罚：未依法履
行信息公开义务的；泄露捐
赠人、志愿者、受益人个人
隐私以及捐赠人、慈善信托
的委托人不同意公开的姓
名、名称、住所、通讯方式
等信息的。

征求意见稿指出，慈善
组织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民
政部门可以责令限期改正。
慈善组织在信息公开中违反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
规定的，民政部门应当记录
其不良行为，并将有关情况
通报有关部门，根据有关规
定实施联合惩戒。 据中新网

□史洪举

近期，一段视频在各大平台
疯转，8岁的可可吃零食时，图
好玩把零食里的干燥剂放进有
水的饮料瓶里，没想到放进去后
竟发生爆炸。仅仅20分钟，可
可右眼被碱性液体侵蚀，整个眼
球被溶，终生失明。（新华网）

现实中，食品干燥剂之所以
成为隐藏在儿童身边的“凶器”，
既有家长对食品干燥剂危险性
认识不足，监护教育不到位的原

因，更有在相关标准缺失下，生
产企业推脱责任的因素。不能
否认的是，很多食品包装中随附
的食品干燥剂仅仅用较小的字
体写明不能食用等字样，没有危
险提示标语或符号。这就导致
一些儿童甚至成人对其致害程
度认知不到位，漠视乃至放任未
成年人接触这一危险物品。

虽然食品干燥剂致人伤害
的极端事例不很普遍，但任何
伤害对受害者来说都是灾难和
悲剧，相关部门有必要采取相
关措施予以避免。一是监管部

门或行业协会可以牵头制订更
科学合理的标准，减轻其在误
用、误食后对人体带来的伤害
程度，如逐渐抛弃生石灰干燥
剂，改用安全性能更高的硅胶
干燥剂、纤维干燥剂等。二是
理当对干燥剂包装进行改良，
采取更加醒目、显著、具有警
示性的标语、图片、文字提示
其危险性。确保有一定理解、
辨识能力的儿童能够认识到其
属于应该远离的危险品。

此外，作为教育部门和家
长，也应尽到监护教育职责。

别让食品干燥剂成“定时炸弹”

河南出台新规

农民工工伤“先抢救后结账”

《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征求意见

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者将被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