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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9日，元宵佳节，举
国同庆。中华老字号同仁堂
上上下下，想必很难有心情。
当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通知，撤销北京同仁堂(集团)
公司中国质量奖称号，收回证
书和奖杯。市场监管总局通
知显示，由于同仁堂下属公司
使用过期蜂蜜用于生产，受到
行政处罚，市场监管总局研究
决定，根据相关规定，作出以
上处罚。

（2月20日《华夏时报》）

点评：不靠诚信赢人心，却以劣质上黑榜。“倚老卖老”“因
循守旧”，有老字号招牌又怎样？照样撑不住“百年大宅门”。

——飞向你那边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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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请钟点工搞教室卫生”

宜辩证看待

更多精彩时评见
CWApp

“春城时评”栏目

对“家长请钟
点工搞教室
卫生”现象，
我们应辩证
看待、理性分
析，不能一棍
子打死，也不
能盲目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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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停药房托
管是行业发
展趋势，同
时也是国家
解 决 群 众
“看 病 难”
“看病贵”的
重要举措。
公立医院不
能忘却其公
益性，更不能
将“自己”承
包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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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岂能“私人”托管？

年后要找个钟点工，不是件轻松的事情。
往年这个时候，保洁阿姨陆续回来上班了，今
年却更难约了。记者发现，快开学了，原来一
大拨钟点工都被家长叫到学校里去了！（2月
20日《都市快报》）

更准确地说，家长请钟点工给孩子搞教室
卫生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它并不是普遍现象。
也有很多家长选择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打扫
卫生，同时也有老师自己一人负责教室卫生的
情况。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家
长请钟点工搞教室卫生”这一现象，单纯的褒
或贬都没有多少积极意义。

有几个前提必须明确：其一，今时不同往
日，不能因为“我们曾经如何如何”，就认为“今
天也应如此如此”，盲目地比较没有意义。正
如有网友说的那样，现在教室的装修和八九十
年代完全不同，那时候水泥地，现在瓷砖、地
板，确实难搞。

其二，教室卫生是大家的事儿，不是某个人
或某一方的事情。也就是说，搞好教室卫生，让
孩子有一个干净、健康的学习环境，不仅每位孩
子自己负有责任，老师、家长以及学校，其实都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只有每个责任主体积极
尽起责来，孩子们才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其三，劳动是个广泛的概念，劳动教育亦
是如此。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让其树立起正
确的劳动观念。从小培养起劳动意识，家庭、
学校乃至社会都有责任与义务，这既要体现于
孩子成长的点滴之中，也应贯穿孩子成长的始
终。简而言之，开学第一天让孩子打扫卫生确
实是践行劳动教育的契机，但同样也不能过度
拔高其意义。

有鉴于此，再来审视“家长请钟点工搞教
室卫生”现象就不难得出以下结论：最理想状
况当然应是老师、家长和孩子一块打扫教室卫
生，身体力行地践行劳动教育；但考虑到开学
时期老师事情多，家长也要上班，所以请家政
人员搞教室卫生也无不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
的人来做能做得更好；可依然值得一提的是，
这应该止于一次两次，不能成为惯例，同时也
应让孩子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能让其完全
当“甩手掌柜”。

任何一件事情进入公共舆论场都会有被
过度放大、失焦的可能，更别说事关孩子和教
育的事情，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牵动人们的
心。但即便如此，依然想说的是，对“家长请钟
点工搞教室卫生”现象，我们应辩证看待、理性
分析，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盲目点赞。

坚持公立医院药房的公益性，公立医院不
得承包、出租药房，不得向营利性企业托管药
房……日前，广东省卫健委官方网站转发国家
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快药
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并
提出上述执行意见。存在近20年的药房托管
终于被国家叫停。（2月20日《新快报》）

所谓的“药房托管”，是指医疗机构通过合
约形式，在药房的所有权不发生变化的情况
下，将其药房交由具有较强经营管理能力，并
能够承担相应风险的医药企业进行有偿的经
营和管理。直白点就是将药房“承包”出去。
药房托管是在特定背景下产生，虽然对医院经
营收入的增长有巨大贡献，但是其带来的药价
上涨、药品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一直被诟病。

其实，早在去年11月26日，国家卫健委发
布《关于加快药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
求坚持公立医院药房的公益性，公立医院不得
承包、出租药房，不得向营利性企业托管药
房。广东省也并非首个执行国家卫健委意见
的省份，在此之前，包括河北、宁夏、北京、山东
等12省份已经发文，贯彻执行国家卫健委、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要求。可预见，随着各地政策
不断落地，禁止药房托管是大势所趋。

叫停药房托管是行业发展趋势，同时也是
国家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举措。

在之前国家曾出台相关文件，要求全面取消药
品加成，国家原本希望医药分开，真正解决群众
看病问题。但个别医院另有“奇招”，将药房托
管给营利性企业，表面看起来，是“医药分开”，
但还是可以按照药房的销售金额分成，其中不
乏利益转化和利益输送，同时也蕴藏着大量法
律和政策风险。一方面私营企业的逐利性必然
会导致药价上涨；另一方面药企巨头垄断医院
药房，在药品销售上必然是高利润药，而那些疗
效好、价格低的平民药会越来越少。在此背景
下国家对药房托管亮起“红灯”，也是在推进医
院改革，是便民、利民的重大利好。

当然，医院被托管的不仅是药房，大量的
“科室托管”也亟待解决。2018年“魏则西”事
件再次将医院科室承包现象给揭露出来。虽
然国家早就明令禁止“科室承包”，但还是有很
多公立医院铤而走险，将科室承包出去，尤以
男科、妇科为甚。

总之，公立医院不能忘却其公益性，更不
能将“自己”承包出去。通过新一轮的政策调
整，虽医院效益会降低、相关药企也会蒙受一
定的损失，但国家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的决心不会改变。对此，利益攸关方也要汲取
教训。首先是在经营上要及时转型，寻找新的
利益增长点；其次要谨记任何经营活动都不能
与国家大政方针相抵触。

一骑（qí）红尘妃子笑
千万不能这么改

近日，某自媒体发表的一篇《注意！这些字词
的拼音被改了！》刷屏社交网络，文中举了一大串读
音改变的例子，比如，“远上寒山石径斜（xiá）”要读
成“远上寒山石径斜（xié）”“一骑（jì）红尘妃子
笑”要改成“一骑（qí）红尘妃子笑”。实际上，这篇
文章来自国家语委2016年6月6日发布的《〈普通
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征求意见稿》，而这个
《征求意见稿》至今尚未正式发布。这也意味着，这
篇文章是一条妥妥的假新闻。

《新京报》评论：2月19日，主管汉字读音审定的
教育部有关部门回应称，读音改变主要是考虑便于
推广应用，也考虑了多数人的意见，但目前改编后
审音表尚未正式公布，对于古汉语生僻音，还应以
原读音为准。

正如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王晖教授所
说，要用开放、辩证的眼光看待语言变化；同时，对
待一些读音不能搞一刀切，更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
语言变化。

民族共同语本身就具有融合性和桥梁性，一方
面，共同语在不断吸收各方言成分；另一方面，使用
不同方言的人也凭借共同语得以交流沟通。只要
大家在使用这个读音的时候，沟通交流不出现问
题，就没什么好指摘的。

当然，民族共同语也应该有规范性，在这方面，
字典和官方发布的语音表就是规范。读音总是变
来变去，不仅不利于沟通交流，造成一定的混乱，也
会给大家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如果要对拼音进行改动，起码得遵守一定的程
序，明确建立改动拼音的原则，比如，所谓约定俗成
原则，简单而言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对于古
诗词当中的一些读音，为了语音语感背后的文化寓
意，就不能简单地“将错就错”。

不论是什么性质的媒体，在对待语音问题上，
都不应该为了眼球而蓄意制造混乱、焦虑甚至恐
慌，这也是维护好民族共同语的基本要求。

你请我吃颗糖吧。
——2月17日，安徽阜南一妇女上街给孩子买

糖吃，不慎剐蹭到一辆汽车。妇女主动承认错误
后，向民警述说了担忧，由于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经
济困难恐赔不起维修费。车主得知情况后，先是让
妇女赔偿10元钱，妇女不同意，愿将兜里所有钱都
赔给车主。车主见状说：“要不，你请我吃颗糖吧”，
他从妇女手里拿一颗糖果后，便自行驾车离开了。

“月光族”变“月欠族”
——日前，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18年白领

满意度指数调研报告》显示，超两成白领2018年处
于经济负债状态：盘点收入盈余时，有21.89%的受
访白领处于负债状态，成为典型的“穷忙族”，存款
余额为“1万-3万”的白领占20.15%，存款“5万以
上”的白领为17.67%。

“别挤！来自首的请排好队！”
——据海南省公安厅官方微博消息，2月18日

晚，海南省东方市警方发布了敦促314名电信网络
诈骗违法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通告。在社会媒
体的强大舆论攻势下，截至2月19日晚，已有299
人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前往主动投案自首的人一
度排起“长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