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说我说·

据《广州日报》报道 ,近日 ,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袁古洁在广东两会

发言称 , 自己的工资买不起商

品房 ,自己 17 岁的儿子与奶奶

睡上下铺。

凤凰网友：这样“买不起

房”的高级官员恐怕不多吧？

大洋网网友： 不是可以住月

租 600 元的珠江帝景豪宅吗？

据《北京晚报》报道 ,岁末

年初 , 年终奖又成为上班族热

谈的话题。 某著名招聘网站针

对 6000 余名职场人的调查显

示 , 逾四成职场人年终奖不足

5000 元 ,相比物价的上涨幅度 ,

年终奖的涨势并不明显。

中新网网友：不是涨势“不

明显”,而是根本没涨。

网易网友：年终奖的多少 ,

是决定是否跳槽的重要依据 ,

聪明的公司应该明白这一点。

据《新京报》报道 ,中国气

象局称 ,2008 年初曾出现过的

“北旱南冻”异常现象时隔两年

再次发生 ,水果、蔬菜等农产品

价格应声而涨 , 北方旱灾对农

业的影响已开始显现 , 市场担

心因旱减产导致粮价上涨。

搜狐网友： 去年房价、菜

价、水价、电价等都上涨了 ,只

有粮价还算稳定 , 难道现在连

粮价也要“不稳定”了？

网易网友：农业“靠天吃

饭”的局面啥时候能有所改变？

“异性同学交往距离 50厘米”

太雷人

□

徐林林

为加强礼仪教育， 成都

盐道街中学设定了男女学生

“文明交往距离”： 一般双方

应相隔 0.8 米 ~1 米， 低于

50 厘米算“亲密交往”。 对异

性之间在公共场所交往距离

低于 50 厘米的，老师会对当

事学生提出批评， 情节严重

的还要给予处分。（详见本报

今日 7 版）

学校为何会弄出这么个

雷人规定来？ 估计，是担心男

女学生近距离接触容易产生

早恋。 但是，相隔 50 厘米的

标准是如何制定的？ 一厘米

之差，49 厘米就不正常？ 难

道， 同学交往为避免嫌疑还

要带一把尺子？

针对中学生早恋问题，

不 少 专 家 早 已 明 确 指 出 ，

“堵”不如“疏”。

随着性生理 的 发 育 成

熟， 青少年自然会对异性产

生好感，并渴望与异性接近。

实际上， 男女学生进行正常

的沟通， 不仅有利于未成年

人情感的流露、人格的完善，

而且对他们成人之后， 如何

正确对待男女交际也有好

处。 应该看到，中学生处于青

春期，逆反心理较强。 如果简

单、 粗暴地禁止异性间的近

距离交往， 非但无法有效遏

制早恋现象， 反有可能助长

学生对异性的好奇心理，甚

至有碍他们心智的健康发

育。

当年， 鲁迅先生对地方

官僚禁止男女学生同泳嘲弄

道：“同学同泳， 皮肉偶而相

碰，有碍男女大防。 不过禁止

以后， 男女还是一同生活在

天地中间， 一同呼吸着天地

中间的空气。 空气从这个男

人的鼻孔呼出来， 被那个女

人的鼻孔吸进去， 又从那个

女人的鼻孔呼出来， 被另一

个男人的鼻孔吸进去， 淆乱

乾坤， 实在比皮肉相碰还要

坏。 要彻底划清界限，不如再

下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

诸色人等， 一律戴上防毒面

具。 ”

设定“异性同学交往距

离”，堪称“禁止男女学生同

泳 ”的现代版 ，无疑是“男女

授受不亲” 的封建意识与某

种道德洁癖杂交， 所催生出

的一种颇有操作难度的伪文

明。

过度医疗背后的利益驱动

□

张田勘

过量输液其实反映的是

一个非常简单但又尖锐的问

题，医药是有害的，只是，专业

人员不愿提及，而公众意识不

到，也难以了解内情。

中国的过度治疗，包括滥

用抗生素和过度输液，已经在

为“医药带来的害处多于带来

的好处”做出生动的解释。 世

界卫生组织的用药原则之一

是，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

输液，但是这一原则早就在中

国被突破，人们最常见的治疗

方式之一，就是输液和使用抗

生素。

输液的危害之一是发热

反应。 输入致热物质、输液瓶

清洁灭菌不完善或被污染等

原因 ， 都会导致病人发冷 、

打寒战和发热， 严重者高热

达 40

℃～

41

℃

。 危害之二是

导致肺水肿。 因为输液速度

过快， 短时间内输入过多液

体， 使循环血容量急剧增加，

心脏负担过重而引起水肿 ，

严重者有生命危险。 危害之

三是静脉炎， 因为长期输注

浓度过高、 刺激性较强的药

液，或静脉内放置刺激性大的

塑料管时间太长，可引起局部

静脉壁的化学炎性反应，也可

因在输液过程中无菌操作不

严，引起局部静脉的感染。 危

害之四是空气栓塞，原因在于

输液时空气未排尽，橡胶管连

接不紧有漏缝。只要少量空气

进入静脉，患者就会感到胸部

异常不适， 随即发生呼吸困

难、严重绀紫和缺氧，并可导

致猝死。

专业人员并非不知道这

些危害，只是不愿对病患者和

公众说出而已，原因在于医药

的巨大利润。

世界上不缺药物，真正缺

乏的是用药的思维和方法，以

及对人的关怀。 少用药、巧用

药和最好别用药，应当是医生

首要的治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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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无畏的过度输液

□

流沙

感冒发热高烧不退，听从

医生建议输液， 三天药量，瓶

瓶罐罐很沉的一大袋。拎着注

射 液 路 过 大 厅 ， 遇 上 一 熟

人——该医院资深药剂师，与

她聊了一会，她看我手中这一

袋子药水，轻声说：“不就是一

个感冒，能不输液就不输液。”

想起她全家都是“不输液

者”。 她女儿今年 11 岁，竟然

只有两次的输液记录。而她自

己和丈夫， 可以做到不服药，

只服用姜汤， 也可以治愈感

冒。记得一次她在席间数落大

家， 说你们一感冒就吃药，而

且吃的竟然是抗生素，体温上

升，就要求医生输液，一输就

是三四天， 你们全部是在玩

命。

我们都不懂药理，对她这

“数落”无非是一笑了之。直到

看到上面的一组数据，当真吓

人一跳。 这个数据公布后，卫

生部说不准确，说从生产环节

统计没有那么多，但这个数据

采集于医院的使用环节，反而

更令人信服。

中国人生病特别喜欢输

液，其实是一种“被输液”。 输

液被医生美化成见效快的医

疗手段。 殊不知在输液过程

中， 蕴藏着难以估量的风险。

医生的穿刺、滴速、注射液质

量、输液器质等等，这众多的

环节中只要有一个发生问题，

就可能危及病人的生命。有数

据称， 在药品不良反应报告

中，有 8 成以上属静脉输液引

起的。

但是，这种风险没有人提

醒我们，我们“无知者无畏”。

生了病走进医院，医生简单问

诊， 然后就刷刷地开输液单。

每个医院最不够用的就是输

液大厅，里面热闹得像个菜市

场，人人手上插一针头，头上

挂一瓶盐水，“享受”着被输液

的“乐趣”。

我们小时候（上个世纪七

八十年代）鲜有输液的治疗手

段，凡采用输液者，大都是得

了重病。 而如今，嘴巴里生个

口疮， 医生也会给你输液，或

者病人“自告奋勇”要求输液，

输液成了一件平常事。

中国人每人输液 8 瓶，人

家才 2 瓶多，我想中国人的身

体也是肉长的，不会比外国人

更耐药。为什么国外对输液慎

之又慎， 而中国人“乐此不

疲”， 而鲜有关于输液风险方

面的宣传？这背后其实暗藏着

一个巨大的“利”字 ，试想一

下，中国 13 亿人，每人 8 瓶 ，

这是一个天量，由此还有输液

的玻璃瓶、软塑袋、注射器等

等， 那是一个何其巨大的市

场？ 从原料供应商，到生产商

再到医院以及医生，每一个环

节都有着巨大的利益纠缠其

中，谁又肯放手？

医生经过专业训练，比病

人要更多懂得输液的风险。但

是他们不会说，而且还在推波

助澜。 病人就“无知者无畏”，

以为输液是 21 世纪最伟大的

发明， 也是最安全的发明。

这些一生病就想“输液” 的

病人， 又有多少人接受过公

共医疗机构关于药理的宣传，

又有多少人得到过医生的风

险提醒？

市长批示住廉租房的消极暗示

□

堂吉伟德

南京市玄武区一小学生

王缘因家庭特困无房可住，含

泪给市长写信求住房。 南京市

市长季建业接信后批示：只要

符合条件就要尽快安排廉租

房。 1 月 24 日 ,这对母女含着

热泪搬进新居。 (详见本报昨日

8 版 )

� � 小学生王缘家的住房问

题得到解决 , 这样的幸运几率

很小 ,这样的成功无可复制。靠

首长批示只能解决一个人一

家的小问题 , 却未必能解决实

实在在的大问题。

假如每一个人都采取和

这个小学生类似的办法 , 恐怕

市长即便笔速够快 ,精力够多 ,

廉租房却未必够分。 如果廉租

房已经足够充足 , 那又何需市

长在百忙之中再另行批示？

批示的结果 , 其实传递了

两种令人担忧的信任 , 一个方

面是行政长官签字的威力依

旧在 ,这种官场依赖的背后 ,折

射的是一种权力依附和行政

不作为 , 为特困人群解决住房

问题 , 本身就是职能部门的责

任。 如果给相关部门写信或申

请有用的话 , 就不用退而求其

次 ,越之而转向更高职级；另一

个方面是 , 特批背后意味着另

一种不公平的产生。 小女孩的

特事特办其实是一种“抢位”,

如果按照申请有先后的规则 ,

那么这其实是对规则的破坏。

或是因为这种规则破坏

者是弱势者 , 所以质疑起来就

不人道 , 更多的可以是羡慕与

称赞。 如果民生问题解决的结

果是这样 , 对公众的心理暗示

后果则相当危险———

一边是羡慕之后的自叹

自怨；一边则是失落之后的愤

怒与痛苦。 幸运之后撩起的群

体阵痛 , 远比一家一人的快乐

感受来得强烈。如此而来 ,制造

了一家人的快感 , 却换来了一

群人的神经痛感。

廉租房本身是“政府工

程”，市长要批示的，当是对全

市的所有王缘们的廉租房的

解决方案、执行办法和具体日

程。 如果在楼市上还是说得多

行得少，建设推进缓慢 ,结果不

明显，市长的批示再多又有什

么意义？特批意味着特例 ,甚至

意味着群体性的事情解决没

到位，只好靠“零售”之术 ,来弥

补“批发”不足。

于民生而言 , 立足于制度

上解决，大规划 ,上规模 ,远比

修修补补，小敲小打的施政策

略 ,更加有效。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朱之鑫年前在十一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八次会议上透露出几

个数字 ：2009 年我国

医疗输液 104 亿瓶 ，

相当于 13 亿人口每

人输了 8 瓶液 ， 远远

高 于 国 际 上 2.5 至

3.3 瓶的水平；中国人

的抗生素用量是美国

人的 10 倍 。 (1 月 24

日南方新闻网 )

华裔虎妈的故事

不必过度解读

□

万平

近来， 一位名叫蔡美儿

的华裔母亲以一本 《虎妈战

歌》，引爆了坊间对东西方教

育方式的大讨论。 虎妈的故

事登上了《时代》杂志美国版

的封面。（详见本报今日 11

版）

从美 国 媒 体 的 反 应 来

看，似乎有点上纲上线。《时

代》的文章写道：蔡美儿让整

个美国的父母思考这样一个

问题———我们是不是就是她

所说的“失败者”？

文章进一步指出， 首先

是美国糟糕得出奇的经济 ，

而 中 国 却 有 10%的 经 济 增

长， 经济是这样， 教育也如

此。

《时代》杂志的影响力不

可小视， 该报道肯定在国内

也会引起妈妈们的热议 ，这

些国内的妈妈们是否为虎妈

的做法高兴呢？ 但虎妈可能

只是学到了国内妈妈的一点

点皮毛。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

介绍 ，早在 1999 年，对 6 岁

至 14 岁的城乡少年儿童进

行对比研究发现，46.9

％

的中

小学生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

9 小时睡眠标准。

而在 5 年后的二次调查

中， 每天只能睡眠 9 小时以

下 的 中 小 学 生 比 例 为

43.1

％

。 可以说，经过 5 年时

间的减负努力， 中小学生们

的睡眠状况几乎没有太大改

观。

为什么睡眠时间那么少

呢？ 都是用来学习了。

其实美国人大可不必担

心， 中国的一流尖子生中选

择美国高校的越来越多。 他

们就业的时候， 还是美国受

益更多一些。

所以才有了人大附中校

长刘彭芝的呼吁： 不要将中

国教育变成美国顶尖名校的

生源“加工厂”。

对待虎妈的故事， 也不

必过度解读。 还是多琢磨如

何让我们的孩子健康成长

吧。

·文教评弹·

·一家之言·

·新闻点点评·

新闻：安徽省灵璧县高楼

镇副镇长卓光玉因受贿罪被

法院一审判刑后依然分管镇

上的工作。 对此，高楼镇党委

书记杨殿銮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2 万元没多少钱”，“不要

报道， 没有新闻价值”。（1 月

24 日《江淮晨报》）

点点评： 加上这句话，就

有新闻价值了。

新闻：深圳市委书记王荣

回应腾讯 CEO 马化腾每月领

3000 元房补时称，没必要过分

争论 ，应按照政策办 ，不能因

对象财富状况而改变。“至于

他个人愿不愿意接受补贴，这

是个人的事情”。 （1 月 24 日

《南方日报》）

点点评：怕就怕“认真”二

字。

新闻：中国民航局副局长

日前表示，中国民航业去年航

班正点率为 75.43%， 同比降

低了 6.46%，这也是航班正点

率连续第三年下滑。（1 月 24

日《北京商报》）

点点评 ：欲知详情，且看

下条分解。

新闻：在中国民航局的要

求下， 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

机场都设有专门接待重要旅

客的“要客部”。 按照民航局的

界定， 如果订票者的身份是

省、部级（含副职）以上官员，

军队在职正军职少将以上军

官 ，公使 、大使级别外交官这

样的重要客人（在一些航空公

司的要客目录中，两院院士也

算）， 系统就会提醒： 要客来

了。 民航局规定，凡是要客乘

坐的航班，不得随意取消或变

更，而让有要客的飞机先飞起

来，亦是多年来的原则。（1 月

23 日《南方周末》）

点点评：不用我们说什么

了。

·世象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