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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院傍名牌不能放任不管

近日，有网友发现吉林长春公交集团的公交车刚装
了两天的“暖心坐垫”出现了大批丢失的情况，有的车
队刚装上一个小时就丢了6个。针对暖心垫丢失的情况，
长春公交集团表示十分无奈，但是仍然会继续坚持公益
产品的投放。（据新华网）

暖心坐垫暖人身心，也考量着人们的道德底线。公
益活动不仅要“惠君子”，同时也要注意“防小人”。对
于顺走“暖心坐垫”的行为绝不能等闲视之，对乘客加
强教育引导，提醒乘客遵守文明礼仪，而乘客也应提高
自身素质，文明出行，让暖心之举得以延续，别让“被
顺走”寒了公益的热心。

“赤脚妈妈”
用行动表达尊重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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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华社）

实际上全国各地频频出现的“协和
医院”“同济医院”和真正的北京协和医
院、上海同济医院完全没有关系，既非合
作，也非托管，更不是挂靠，而完全就是
一种傍名牌。而且正牌的协和医院和同
济医院都是公立三级甲等医院，但是分

布在全国各地的傍名牌的协和医院、同
济医院，几乎清一色是民营医院。

然而只要赢得了公众的信任，就能
为自己招徕更多的患者就诊。如果这些
形形色色的协和医院、同济医院能够守
法经营、诚信经营，问题还不大，但实际
上他们屡屡被曝出编造疾病、术中加价、
诱导医疗等违规违法问题，既严重损害
了患者的合法权益，甚至影响到了患者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时还损害了
正牌的协和医院、同济医院的形象和信
誉。

面对这种“李鬼遍地”的现象，正牌医
院也很无奈。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例，按照
国家相关工商管理条例，北京协和医院不
能独享“协和”二字，只能以“北京协和医

院”六个字为注册商标，那么换了其他城
市，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前面冠之以城市
的名字，后面加上“协和医院”，称之为“某
某协和医院”而依法注册经营了。其他著
名医院，也是同样的道理。可以说正是这
样的法律漏洞，才让各种各样的医院傍名
牌现象泛滥成灾，严重破坏了医疗秩序，
也损害了群众利益。

既然法律上存在漏洞，能否通过对
法律的修订和完善，来加强对名牌医院
的品牌保护呢？或者是借鉴目前的农产
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对已经专属
某地，形成品牌的医院品牌进行保护，禁
止其他医疗机构再注册和称呼同样的名
字？这无疑是值得引起相关部门重视的
问题。

公权岂能被滥用
□徐明轩

针对网传“女教师因罚站学生被带
入派出所数小时”一事，湖南株洲县有
关部门10月19日通报了调查和处理结
果：涉事的渌口派出所副所长赵明众系
违规使用公权力，决定给予记大过处
分、免去副所长职务，并调离公安系
统；同时，对县公安局、渌口派出所等
相关人员给予问责处理。（据新华网）

《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
对于依法传唤、留置以及刑拘，有着明
确的适用范围、严格的程序。《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八十二条规定，传唤的适用

对象必须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程
序上还应“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
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而且“公安机
关应当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被传唤
人”。拘传不能是“有枣没枣打三竿
子”，成为“依法伤害”公民的道具。

一言不合就把教师拉到派出所的审
讯室，不给吃，不给喝，让一个守法公
民备受羞辱，本质上也是滥用手中的权
力。要知道，《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

“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本案
中当事教师何某恰恰被“关”了7个小
时，真是“用足”了法定时限。

这也表明，必须将权力关进笼子
里，而不能任其成脱缰之马。看他人不

顺眼，就可以利用手中的职权，让其在
铁窗里待几个小时，让其尝尝自由被剥
夺的苦味，这是拿权力当令箭。这耍的
是“官威”，伤的却是公权公信力。

本案中，涉事派出所副所长官威惊
人，就因为孩子被体罚，就把和自己有过
节的公民，拉到派出所的审讯室里面“关”
起来，法律规定的拘传证、告知拘留理由
全成为“空气”，颇显荒诞，还可能涉嫌“非
法拘禁”，依照刑法规定，“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利用职权”犯非法拘禁罪的，还将从
重处罚。如今，当地有关部门已对赵某做
出行政纪律处理，这也是对舆论关切的及
时回应。因琐事滥权，因滥权获咎，赵某
的遭际显然值得更多人引以为鉴。

不乱建仿古街应成共识

□王 捷

到学校给儿子送东西，担心高跟鞋
走路声音太响影响学生听课，溧阳一位
暖心妈妈竟悄悄脱下鞋子，赤脚跑了四
层楼。这一幕恰巧被学校一名教师发
现，随即拍下了这令人感动的画面。10
月17日，记者找到这位“赤脚妈妈”，
她叫孔彩芳。听说赤脚照片受到称赞
时，她不好意思地说：“看到教室里那种
场景，可能谁都不忍心去打扰。换别的
家长，我觉得也会这么做的。”（详见本
报10月19日14版）

孔彩芳打赤脚的理由很简单，“不忍
心去打扰”宁静的校园环境。她下意识
地脱下高跟鞋，纵然秋凉地板微冷，但
是，踩着轻轻的脚步心安、和谐。这恰
恰体现了良好的个人素质，也用最有说
服力的行动诠释了对教育的尊重。“赤脚
妈妈”不曾想，她这一细心之举被老师
意外发现，并拍下了两张照片发到朋友
圈，引起了无数人点赞，并定格了一个
尊重教育的“最佳背影”。

相信，这张“赤脚妈妈”的背影一
定能感动无数教师。而且，毫无疑问，
这种发自内心的敬畏和尊重比千言万语
的溢美之词更能打动人。这意味着家长
把对教育的尊重和敬畏摆在了心中比较
重要的位置，能够做到设身处地为教育
考虑，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
境。笔者认为，对教师而言，这是莫大
的鼓舞，将激发教师的热情，激励教师
更加辛勤耕耘，努力培养出更多优秀人
才，不愧对家长对学校、对教师的理解
和尊重。

“赤脚妈妈”的举动虽然只能代表一
个人，却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对教育
的尊重不是喊口号，而是体现在具体的
行动之中，细节更能真正说明问题。同
时，“赤脚妈妈”也间接表达了无数家长
的心声：他们尊重教育，并以自己的方
式努力维护教育环境。因为，家长们知
道，只有尊重教育，孩子们才能学到更
多知识，才能更好地成长、成才。

尊重教育就是尊重知识，当下越来
越多的人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对教育
也越来越尊重。

□张 涛

日前，《北京市传统村落修缮技术导
则》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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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青年报》）

旧的不够，仿的来凑，近年来仿古
街十分流行。“造街热”风靡的背后，看
似乡村旅游商机无限，却陷入同质化、
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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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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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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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
媒体报道，无锡荡口古镇投资逾10亿修
复，结果开张3年只热闹了一阵，目前人
气萧条，逾四成商铺空关。景区业态同
质化严重，古镇只有“居”而无“民”，
这些被指是荡口古镇开发失败的主要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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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