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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一课》被通
俗 地 解读为“儿童的春
晚”。今年第一课的授课
老师有奥运会冠军焦刘
洋、徐莉佳、叶诗文、伦敦
奥运会体操男团冠军全体
人员还有姚明、林书豪等，
为什么不能请一些优秀的
普通人来讲这第一课呢？
难道要把孩子全培养成奥
运冠军和明星吗？绝大多
数人永远都只是普通人，
千万不能走入教育误区。

——王南方（作家）

旅游景区依靠门票
涨价的方式，是解决不了
景区持续发展的问题的，
只有提高景区知名度和挖
掘能吸引游客的体验类项
目，甚至可以降低门票的
方式吸引更多的游客进
来，人气才是财气，想办法
让游客产生二次甚至多次
的消费；同时，在景区管理
上多下工夫，才是解决景
区困境的根本之道。

——钟新球（企业家）

今天记者就三次艳
照门事件采访（陈冠希，
台湾阔少，合肥团干部），
三个事件性质不同（台湾
阔少涉嫌犯罪），但是有
一个共同点是隐私被人
侵犯。即使是嫌犯，在被
判有罪之前，隐私也是应
当受到保护的。隐私权
是一个现代的观念，比起
中世纪的完全没有隐私
权是一个进步。
——李银河（社会学家）

读小学的孩子们下
月从澳洲回国看长城，假
期不够要再占用2周上课
时间。我以为只需告知
学校一下，没想到校长郑
重地将厚达 31 页的请假
指南给了孩子们，这是依
据教育法由政府教育部
门制定的。孩子们认真
学习，准备各种材料，获
得了许可。法治社会，法
治渗透在每个细节上。

——雪珥（作家）

湖南中烟爆天价烟，
每条至少14000 元——我
们需要做的，是加强对财
政资金的监管，防止纳税
人的税收被浪费；加强对
官员的监督，防止权力滥
用和权钱交易。至于烟
的价格，卖1000万元一条
又怎么样？
——御史在途（公务员）

山东一女童在跟着
姥姥去一超市购物时，被
一只大老鼠咬伤了腿。超
市的负责人说，因为超市
仓库里的猫都被关起来
了，所以老鼠才敢出来伤
人。超市中“老鼠称王”，
责任并不在猫的“空岗漏
岗”，而在于人的失职，在于
管理的漏洞。超市把防鼠
的责任完全放在猫身上，暴
露出了超市防鼠软硬件的
缺失或者形同虚设，暴露出
了经营管理人员防鼠责任
心的暂付阙如。

——李英锋（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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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措施
越“便民”
大医院越挤

协和看病难的
背后是社区医疗建设
的不足，是合理转诊
制度的缺失，这个问
题不解决，到协和看
病还会越来越困难。

■ 时事漫画

漫画/勾犇

昨天，百名学者联名举报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6版《现代
汉语词典》涉嫌违法，原因是
该字典中首次收录了诸如

“NBA”等239个西文字母开头
的词语。按照举报人的观点，
以字典的形式将西文引入汉字
系统，是一种对汉字“最严重的
破坏”。（8月28日《北京晚报》）

对这一事件的评价，需
要首先从文化方面进行分析。

自仓颉造字以来，汉字
虽然以方正形式加以固定，
但是汉字体系却随着时代的
发展而不断变化。众所周
知，我国古代汉字行文中并
没有标点符号，在晚清以来
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才开始

从西方全面移植。直至北洋
军政期间，我国第一套标点
符号规范才以“训令”的形式
通行于世。如果按照现在某
些学者的观点，对汉字体系破
坏“最为严重”的不应该是收
录的二百多个西文单词，而应
该是这些从西方引进的符号。

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个
兼容并包的文化，从殷商时
代的甲骨文，到魏晋的骈文，
从明清的八股文，到新文化
运动的白话文，中华文化的
发展史堪称一部文化融合
史，这也正是兼容并包和与
时俱进精神的具体体现。

语言文字作为一种文明
表达方式，承载特定文化内

涵并不是其首要价值，更重
要的是在于交流。要为民所
用，要好用，要实用。在现代
社会中，中西文化交流已为
常态，从语言上“人为设卡”
对人对己都无利益，恐有阻
碍交流之嫌。正因为如此，
像“NBA”这种本身起源于
美国，在民间已经耳熟能详
的外来词汇，非要另行其道
改称为“美职篮”，不仅难为
百姓接受，而且也丝毫体现
不出来任何文化上的意义。

该部字典引进的二百多
个西文单词，都是那些早已
在市井之中，或者我国出版
物中耳熟能详的词汇，引入
词典无非是顺应民心，方便

交流。如果非要说这样做
“有辱斯文”的话，那么，责任
也不在字典编撰本身。字典
的主要功能并非在于“守卫
文化”，而在于实用和适用。

批评者说“西文入典”违
法，这个更加值得商榷。法
律规定的“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规范”并没有明文否认西
文不可以写进字典。此外，
字典作为工具书，使用者不
仅为国人，可能还会是初学
汉语的外国人，汉语已经越
来越成为世界交流的重要工
具，人为的制造文字障碍实
在不是明智之举。

□朱巍（学者）
相关报道见A09版

“NBA”进汉语词典并无不可
法律规定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并没有明文否认西文不可以

写进字典。人为的制造文字障碍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为了方便患者就医，
协和医院近期出台新举
措 —— 实 施 24 小 时 挂
号。但专家指出，这只是
技术上的改进，不能解决
全国各地病人扎堆儿来
协和看病的问题。（8月28
日新华网）

为什么到协和医院这
样的三甲医院看病难一
直难以缓解呢？个人以
为，某种程度上一些大医
院出台的“便民”举措加剧
了这种困境。

虽然，到协和医院看
病一直就不是一件容易
的 事 情 ，但 在 医 疗 改 革
之 前 却 没 有 如 此 拥 挤 。
有医生说，二十年前，协
和医院的医生出一次门
诊，如果是看 20 个病人，
几乎个个“货真价实”。
现在一次门诊就是看 50
个病人，真正的“复杂”病
人可能不过三五个。协
和医院的门诊承担了太
多本属于社区医疗机构
的任务。

造成协和医院“社区
化”的原因，就是正常的
转诊制度被破坏，在便民
的“理念”下，医疗政策给
了人们过多的出入协和
医院的便捷措施，以北京
地区为例，人们到协和医
院这样的“优质医院”就
诊可以不必经过医保机
构 的 认 可 ，不 管 看 什 么
病，都可以报销。相反到
社区医院看病，却需要到
事先登记的定点医院去，
这是不是一种本末倒置？

既然协和医院不设门
槛，为人们到协和医院就
诊创造便利条件，人们为
什 么 不 往 协 和 医 院 挤
呢？这样的政策初衷是
想让大医院和百姓的距
离近一些，但实际上加大
了这些医院应该正常承
担的责任，无法为真正需
要的患者提供服务。

这些年，各家大医院
都在拼命扩建，但到大医
院看病依然困难重重，其
核心问题就在于，他们承
担了本不该属于他们的社
区医疗工作，而这甚至占
据了其工作量的一多半。
所以，协和看病难的背后
是社区医疗建设的不足，
是合理转诊制度的缺失，
这个问题不解决，到协和
看病只能越来越困难。

说到底，病人看病不
应该只盯住三甲医院，我
们的医疗政策是不是也
不 要 只 盯 着 三 甲 医 院
呢？没有社区医疗的繁
荣，就不可能有三甲医院
正常的诊疗秩序。

□郑山海（医生）

为解决省、市直属机关
公务员住房问题，海南省、海
口市2009年开始修建近万套
公务员限价商品房，并以市场
价三分之一的价格销售给公
务员。连日来，记者走访发
现，有人在拿到房子指标后公
开出让，转让费最高达 30 万
元。（8月28日《工人日报》）

翻开保障房工具箱，确
有品种之一叫“限价房”，但
绝无被进一步标签化的所谓

“公务员限价房”。而海南
“无中生有”地盖出这样的房
子，着实让民众又长了不少
见识。

“公务员限价房”当然不
会在小区门口立牌匾，但它
的确凿身份早就被锁定在红
头文件里了。仅以五源河公
寓为例，两年前海口市下发

《关于加强市直机关干部职
工双限商品房（五源河公寓）
分配销售纪律的意见》就清
楚显示，该小区属“市委市政
府统建”，配售对象为清一色
的在编公职人员。

“公务员限价房”之“无
中生有”，就在于名义上无，
实质上有。因为，“限价房”
的本质定义在这里并没有遭
到颠覆，在一些地方政府口

中依然是面向“中低收入的
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只不
过“目前主要面向财政供养
人员”，目的在于“有效解决
机关干部职工住房困难，改
善干部职工居住条件”。且
不说这种“先民之乐而乐”的
情怀有多自恋，距民又有多
远，有一点倒是可以断定，在
当地政府交出的政绩清单
上，这些“限价房”，应是为改
善民生凑了数。

这些年，保障房领域尽
管丑相屡见不鲜，但大多还
是属于有人试图“在芝麻里
掺沙子”，遮遮掩掩，蒙混过

关。海南却不一样，借保障
房名目打造多个福利性质的

“公务员小区”，迄今似乎绝
无仅有。

如今拿到“特供房”指标
后，有公务员转手倒卖，虽然
动机不一，但至少都说明他
们并不缺房子，只因人逢时
运，不拿白不拿，何况此项机
关福利堪称一笔不可多得的
大礼。按照“纪律”，当事人
倒卖指标是要受到严办的，
那么，出台文件的权力部门
呢，难道就只能这么将错就
错下去？

□王景曙（媒体人）

“公务员限价房”是什么房？
“公务员限价房”之“无中生有”，就在于名义上无，实质上有。海口是在借保

障房名目打造多个福利性质的“公务员小区”。

要“文明”，不要乞丐
“广场、车站、港口、码头、人行天桥、体育场

馆、剧场、公园、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无人员乞
讨、露宿。”8月10日，佛山市首次出台《佛山市城
市容貌标准》，禁止乞丐在公共场所出没。佛山
市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称，乞讨属于“不文明”现
象，有损城市形象。（8月28日《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