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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一刀默一刀
体检“替身”

伴随着高考结束，1193 万考生得以从
繁忙的课业压力中暂时解脱出来。寒窗十
几载，一朝“得闲”之后，这届高考生们各显
神通释放消费潜力，一场火热的“后高考经
济”拉开帷幕。

十 年 寒 窗 苦 读 ，紧 张 的 高 考 终 于 结
束，“嗨玩放松”成了考生们度过这段告别
与启程时光的关键词。家长们的各种奖
励也是非常丰厚：“买买买”，尽量满足孩
子们的需求；“玩玩玩”“考后旅行”，天南
地 北 任 你 游 ；“ 奖 励 学 车 ”“ 奖 励 割 双 眼
皮”……可谓是五花八门，满足孩子考后
的一切需求。

有需求就有市场，“后高考经济”应运而

生。商家摸准了市场脉搏，推出相关周边产
品销售火爆；休闲旅游业迎来商机，为吸引
考生前来打卡，多地旅游景区各显身手；一
些驾校推出组团报名优惠活动，还有学生学
车专属优惠，持准考证报名学车，立减 1000
元；手机、电脑、摄像机等电子产品销量会持
续上升；作为“00 后”的主力军，高考生也是
医美消费者中不容小觑的群体。

“后高考经济”应理性消费。高考后，
终于可以放松了，“后高考经济”火热发展，
无可厚非，但也需要保持理性。作为家长
高考后作为对孩子的奖励，以弥补平时对
孩子的遗憾，也无可非议，但是一定要理
性，在“买买买”中也多长个心眼，量力而

行，理性消费，不要打肿脸充胖子，搞攀比
烧钱浪费。尤其要防止落入圈套，上当受
骗；作为考生，吃喝玩乐应有度度，适量购物
不浪费，尽情游玩应注意安全。

“后高考经济”谨防“嗨大了”。我们看
到，以往高考结束后，一些考生便以为“老子
天 下 第 一 ”，是“ 屁 股 后 面 绑 扫 帚 —— 横
扫”。不知天高地厚，有的购物不自量力，是

“多多益善”，家长不满足就不高兴，有的吃
喝玩乐无度，如同学们在一起划拳喝酒，卡
拉 OK通宵达旦，有的游山玩水忘记安全，结
果发生事故。

家长应正确引导，不能放任自流。家
长首先要用良好的心态去面对孩子的考试

成绩，无论好与坏。家长对孩子的态度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孩子的情绪。无论孩子考
得多差，家长都不应责备，此时孩子的心理
很脆弱，家长的责备很可能导致孩子心理
崩溃。要引导孩子面对现实，有严重“高考
后遗症”的孩子应该及时去看心理医生。
社会应给予高考后考生更多关爱，让孩子
重新拾起对生活的信心。同时，家长对孩
子的放松行为应该多加关注并正确引导和
监督，防止孩子“放松行为”跑偏走调。作
为考生，高考只是人生漫长旅途中的一个
关口，而“后高考生活”意味着新的旅途、新
的征程。短暂休整之后，向下一段旅程进
发吧！ 据新华网

“后高考经济”谨防“嗨”过头

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医疗机构门诊
质量管理暂行规定》，要求二级及以上医疗
机构将门诊质量管理纳入医疗质量管理委
员会工作体系，以提高门诊医疗服务质量，
保障医疗安全。其中还要求医疗机构积极
推行分时段预约诊疗，提高患者到院 30 分
钟内就诊率，减少院内等候时间。

将缩短看病等候时间作为门诊质量
管 理 的 重 要 内 容，切中了患者的一大痛
点。“等待两小时、看病两分钟”现象已屡受
诟病。其实，看病之前要候诊，看病之后做
检查也要候检，检查拿着结果再找医生、医
生开完药之后去缴费取药、取完药之后去
接受输液等治疗，还需要等待。大量时间
花在等候上，让患者觉得很麻烦。虽然当
前医院已普遍实现预防挂号和分时段诊

疗，但医生爽约和控制不好时间是常有之
事，更何况预防挂号只缩短候诊时间，候
检、候治则难以涉及，需要更全面系统地对
门诊看病时间进行约束和控制。

该文件中，不仅是“提高患者到院 30
分钟内就诊率”这一规定可圈可点，还有
很多新内容值得肯定和期待。比如规定
首诊医师应当对患者的检查、诊断、治疗、
抢救和转科等负责，这些过去通常由患者
自行承担的事交由医生处理，患者将不再
为此折腾。此外，规定还明确医疗机构应
当缩短检验、内镜、超声、CT、核磁等检查
的预约等候时间，鼓励提供门诊检查集中
预约等举措，可将各就诊环节连点成线，
同步优化和改善。

但要想按要求缩短看病等候时间并

改善就医体验，医疗机构还需做出持续努
力。比如，在门诊看病遇到疑难病例需要
会诊时，常常需要患者再次挂号和自行再
找医生。多学科协调、疑难病例讨论与会
诊 等 ，对 住 院 患 者 已 形 成 一 套 完 整 的 模
式，但在门诊，这些制度还很不健全。若
建立多学科门诊，由相对固定的专家团队
在固定的时间、地点出诊，以及建立门诊
疑难病例会诊制度等，则能在一个场景里
集中解决患者的突出难题，化解门诊患者
普遍存在的跑腿之痛、寻医之苦。

提升门诊质量，该做的事有很多，但万变
不离其宗，“以患者为中心”理念应始终贯穿，
变患者围着医生和设备转为医生和设备围着
患者转，只要秉持这样的思路，门诊看病之
难就会得到化解。 据光明网

“到院30分钟内就诊”让看病等候不再“痛”

这几天，有关“超级月亮”的新闻登上
热搜，另一个与“月”相关的报道也广受关
注，就是遏制“超级月饼”。

近日，国家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等
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遏制“天价”月饼、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这份《公告》
是有关部门在对 30 余家企业开展成本调
查后，认真剖析“天价”月饼的具体表现形
式和深层次原因，广泛听取各方面建议形
成的。

我觉得，这份《公告》有两个亮点，一是
靠前预警，二是必要规范。

过去往往在中秋节临近的时候，才对
月饼的制作、包装、销售等提出要求，这次
提前两个多月进行明示，一方面掐中了月
饼生产“提前量”，另一方面着眼于常态化
监管，因为月饼早已不再是中秋“特供”，而
是普及到日常。

必要规范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性。近年
来，“天价”月饼层出不穷，个别企业炒作月
饼价格，“天价”问题时有 发 生 ，在 相 关 部
门 不 断“ 挤 压 ”的 情 况 下 仍 有 反 弹 迹 象 。
比 如 ，添 加 名 贵 馅 料 、追 求 过 度 奢 华 包
装、混合销售高价商品等，致使月饼背离
了传统文化本源，助长了奢靡浪费，带偏
了社会风气。

遏制“天价”月饼，对保持理性消费、规
范市场秩序、净化社会环境都有好处。《公
告》直击消费痛点，对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具
有指导意义。

月饼本质上是食品，不可偏离食品属
性。大部分消费者购买月饼，为的是口味、
品质，而非“尊贵的面子”。生产经营者应
把资源投在产品质量提升上，把精力放在
食品安全上，如此，才能让月饼市场更加规
范有序，使绝大多数月饼价格更加贴近大
众需求。

抛去华而不实的“里子”，剥掉虚荣攀
比的“面子”，让月饼回归传统的“味道”，才
是正途。

让“天价”月饼
从消费市场“滚开”

近 日 ，一 位 母 亲 的 故 事 感 动 了 许 多
人。云州区农民翟文霞在已拥有三个儿
女的情况下，尚在哺乳期的她坚持收养一
名唇腭裂弃婴，多年来，翟文霞对“小女
儿”无私喂养，为她看病，送她读书，让她
成长为一个阳光、自信、爱笑的女孩。（《大
同日报》6月 11日）

“我不缺心眼，我是在救命！两个孩子
吃奶，3 个孩子也是吃奶，我就一块儿养
了。”翟文霞的几句话说得看似轻松，然而
收养孩子，特别是收养先天有缺陷的孩子，
需要何等的勇气！她正在哺育自己的一对
龙凤胎，愿意将乳汁无私分享给素昧平生
的弃婴，只为给她一分生存的希望。

作 为 母 亲 ，有 种 自 然 而 然 的 伟 大 力
量 ，去 护 佑 自 己 的 孩 子 。 那 名 弃 婴 却 从
一 出 生 就 失 去 了 母 亲 的 保 护 ，她 是 可 怜
的 ，却 又 如 此 幸 运 ，重 新 拥 有 了 温 暖 的
家 庭 ，修 复 她 先 天 的 不 完 整 ，呵 护 她 每
一 寸 受 损 的 肌 肤 ，让 她 与 其 他 孩 子 一 样
拥有快乐的童年，在“父母”的护佑中健
康成长。

翟文霞的善举让人看到了人性之善
美。她也许没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没有丰
厚的物质基础，没有广博的见识，但她尊
重生命，将弃婴视如己出，并坦然接受生
命的不完整，愿意为孩子提供一个遮风避
雨的港湾。有了“父母”的关爱，有了社会
的帮助，这名弃婴改写了命运，拥有了幸
福。而翟文霞夫妇脸上扬起的笑容，展现
了质朴的宽厚与包容，成为这座城市最有
温度的代言。

宽厚“母爱”
彰显人性之美

“大病小病，代检帮你搞定”“信誉代
检，不成功不收钱”……近年来，网上出
现不少代检中介，为客户提供“枪手”。
这些机构业务涵盖入职体检、健康证体
检、事业编或公务员体检等，收费从几百
元到数万元不等，宣称全国各地设有网
点，“只要交钱，保证一路绿灯”。

中介机构从寻找代检者到联系医院、
体检机构，甚至到修改结果，形成一条灰
黑产业链，偷梁换柱、移花接木，不少求职

者拿着早已“润色”好的体检单踏入职场。
代人体检弄虚作假，不仅损害求职

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诚信关系，还扰乱
了招聘管理秩序，妨碍了社会公平，侵
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严格执行体检规范，斩断黑色产业
链，绝不能心慈手软。入职体检也是对
诚信的检验，求职者切莫动歪脑筋，以
一时欺骗获得的就业机会不可能长久，
一旦被发现，会付出更大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