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1月19日 星期二 责编：李 超 文明风 05

精神文明新实践

两年结清32万元住院费

用诚信回报“仁心”

■短评

“线上+线下”新模式
提升文明实践感染力

2019年 6月 3日上午，湖北
恩施宣恩县农民向胜元推着坐着
轮椅的妻子张玉珍，来到恩施州
中心医院住院部，补上两年前拖
欠的 32万元巨款。一张票据是
诚信的象征，它的背后带给我们
浓浓的感动……

2019年 10月，向胜元入选
“中国好人榜”。

一场车祸 压垮一个家庭

2017 年 7 月 21 日，向胜元
的妻子张玉珍从镇上赶集回家
时，被一辆飞驰而过的皮卡车撞
倒在地。经过 10天治疗，张玉
珍仍然昏迷。随后，向胜元一家
将张玉珍转诊至恩施州中心医
院。“病人入院时被诊断为严重
颅内损伤，全身多处骨折，肺部
挫伤，生命垂危。”“就是砸锅卖
铁，也要挽救妻子生命。”

向胜元拒绝了邻居放弃治疗
的建议。张玉珍的车祸判对方全
责，事故赔偿金却一时半会儿到

不了位。眼看住院费用一拖再
拖，向胜元心里着急，他四处筹
借2万多元，但仍是杯水车薪。

命运多舛 医院及时援手

向胜元一家原本靠务农和打
小工为生。张玉珍发生车祸后，
儿子儿媳从广东赶回恩施，向胜
元也辞去工作，一家人轮流照顾
张玉珍。为方便照顾，向胜元在
城里租了一间房，一家三口挤在
出租屋内省吃俭用。

“妻子在重症监护室治疗期
间，因为无法进食，只能打营养
液，一瓶就要 80多元；再加上
成人纸尿裤、护理垫等开销，每
天需要150元左右；算上治疗费
用，每天至少过千元。对于我们
这样的家庭，确实压力山大。”
向胜元说。

眼见拖欠费用越来越多，向
胜元找到重症医学科主任田仁
富，把家庭经济的窘况一五一十
交了底。“别急，我来给上级汇
报。”田仁富一边安慰一边将张
玉珍的情况上报给医院领导。虽
然张玉珍伤势严重，治疗费用数
额大，且欠款很可能无法归还，
医院还是作出了“先救人”的决
定，给向胜元吃了“定心丸”。

经过半年精心治疗，张玉珍

出院了。向胜元很欣慰。自那时
起，他时刻惦记着拖欠的 32万
元治疗费。钱一天不还，他心里
就不踏实。

不负信任 时隔两年结清欠款

“肇事方的赔偿款已到账，
我 们 尽 快 来 医 院 结 清 医 疗 费
用。”2019年 5月 31日，田仁富
接到向胜元的电话。对方时隔两
年主动还款的行为，让田大夫既
意外又感动。

“感谢医护人员和领导，在
我妻子出车祸后没钱缴费的紧急
情况下，救了她的命。现在她恢
复得非常好。”向胜元诚恳地说。

2019年 6月 3日一大早，向
胜元特地带着妻儿来到恩施州中
心医院，当面归还 32万元医疗
费。“医院那么信任我们，我们
要讲诚信，不能辜负他们。”向
胜元说。

十天后，恩施州中心医院医
护人员来到向胜元家，看望慰问
张玉珍。病床边，田仁富仔细检
查张玉珍病情的恢复情况，嘱咐
了日常护理的注意事项后，婉言
谢绝了向家挽留吃饭的盛情。

临行前，向胜元这位朴实的
土家汉子，紧紧握着田仁富的
手，一度哽咽。

“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
人，向家的还款举动让我们感觉
到做医生的价值，也印证了守信
用、重承诺的社会正能量正深入
人心。”田仁富医生说。

据中国文明网

人无信不立，车无辕不行。
将心比心，人心同然。如果能多
一些这样的彼此信任、相互理
解，医患之间的关系将会更加和
谐，我们的社会也会更加充满正
能量。

角落常常是最能让一
个人原形毕露的地方。平
时西装革履、文质彬彬、
相貌堂堂、温文尔雅，都
不能足以体现一个人的真
正素质，而往往身处易被
人忽视的角落时，才能体
现礼仪所在，道德所在。

电梯虽然很小，但是
里面的学问不浅，充满着
职业人的礼仪，看出人的
道德与教养。

1.一个人在电梯里，不
要因为四下无人就乱写乱
画，抒发感想，搞得电梯
成了广告牌。

2.伴随客人或长辈来到
电梯门前时，先按电梯按
钮 ； 电 梯 到 达 ， 门 打 开
时，可先行进入电梯，一
手按开门按钮，另一手按
住电梯侧门，请客人们先
进；进入电梯后，按下客
人要去的楼层按钮；行进
中有其他人员进入，可主
动询问要去几楼，帮忙按

下。电梯内尽可能侧身面
对客人，不用寒暄；到达
目的楼层，一手按住开门
按钮，另一手做出请出的
动作，可说：“到了，您先
请！”客人走出电梯后，自
己立刻步出电梯，并热诚
地引导行进的方向。

3.上下班时，电梯里面
的人非常多，先上来的人
要主动往里走，为后面上
来的人腾出地方，后上的
人要视电梯内人的多少而
行，当超载铃声响起，最
后上来的人主动下来等后
一趟电梯。如果最后来的
人比较年长，年轻人要主
动要求自己下电梯。

据中国礼仪网

小角落里的大礼仪（一）

电梯礼仪

11月14日上午，“新时
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好
日子讲堂’”第二期活动
在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东
成社区举行，“新花城”线
上平台更进行现场直播，
让不少没能到场参与的居
民能在线上观看、学习。

当天活动以科普宣讲
活动为主题，邀请专业人
士为老百姓宣讲 《自然灾
害及防御措施》《呵护心
脏，安全过冬》《计量科普
进社区》 等科普知识。对
于息息相关的科普知识，
在 场 的 居 民 学 习 热 情 高
涨，有的甚至将要点认真
记录下来。

“社区举办这种活动真
的很有必要，我们不太会
用手机，很多健康问题我
们没什么渠道了解，也不
知道怎么处理和预防，这
种讲座真的对我们大有益
处。”一位社区居民说。

无法到现场参加的社
区居民达叔则拿着手机在

店内边看档口边看直播。
“我妻子去社区参加活动
了，那里的工作人员说可
以用手机看，她就教我用
手机看，让我看看健康讲
座，学点知识。”达叔说。

近段时间以来，为了
让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能
够深入老百姓生活，从化
区借助新花城APP、微社区
e家通等平台征集文明实践
百姓需求、展示文明实践
成果，举行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更在线上同步直
播，大大提升了文明实践
的号召力和感染力。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线上平台，借助‘平
台力量’，有助于扩大服务
范围，强化服务手段，提
高服务效率，对促进资源
综合利用，提高服务创新
能力以及推动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的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区委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

据中国文明网

□苑广阔

民众对生活中常见的不文
明行为真的无可奈何吗？事实
上，全国已有多个城市尝试以
立法形式对此进行规范。除了
山东济南、浙江嘉兴已经正式
颁布实施地方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之外，深圳、宁波、杭州等
城市，也正在积极推进文明立
法的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文明入法
已 经 成 为 一 种 倾 向 、 一 种 趋
势 。 而 这 种 倾 向 和 趋 势 的 出
现，本身就说明通过立法来倡
导文明的必要性，也说明在没
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很多不

文明行为和现象迟迟得不到规
范和消除的客观事实。

文明入法显然颠覆了很多
人的传统认识，通常人们会觉
得文明是属于道德范畴的事，
只能通过宣传、教育和引导，
培育公众的文明意识，逐步养
成文明习惯，然后才能具备文
明行为，打造文明社会。文明
属于道德范畴，这个不假，但
这并不排斥以法律来规范和促
进文明，以法律的强制力来对
不文明行为和现象进行惩戒。

进而言之，以立法来规制
不文明行为和现象，本身就是
对文明的一种倡导和呵护。目
前，在环境卫生、公共秩序、
文明礼仪等方面，公众的不文
明行为仍旧十分突出，单纯依
靠传统的道德约束和说教，已
经 无 法 解 决 现 实 的 问 题 。 所
以，以法的权威性、强制力和
惩戒力来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
设，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是符
合绝大多数公众的心理期待的。

正所谓法律是道德的成文
法，而道德是根植于每个人内
心的法律，它需要依靠个人的
自觉自律才能发挥作用。但是
现实告诉我们，在绝大多数人
依靠道德自律就能够在社会生
活中坚守文明、体现文明的同
时，也有少数“顽固分子”并
不具备道德自觉和自律意识，
成 为 社 会 文 明 的 破 坏 者 。 因
此，以制定地方条例的方式规
制不文明行为，也就成了一种
既现实又务实的选择。

而那些先期进行文明入法
的城市，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以
法律来规制不文明行为的可行
性。针对马路上“低头族”越
来越多的问题，温州通过立法
处罚马路“低头族”，获得了令
人满意的效果。温州交警部门
认为，随着对“低头族”进行
常态化整治，加大教育处罚力
度，市区行人过斑马线低头现
象明显减少，文明出行习惯逐
步养成。

文明入法 更能入心

““线上线上++线下线下””互动平台很受群众欢迎互动平台很受群众欢迎。。

向胜元向胜元（（右右））和妻子张玉珍和妻子张玉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