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豪华医院正是
“看病难看病贵”的注脚

查处假鸡蛋比提醒更重要

学会致歉 灵魂乃安

诚然，流动摊点属于典型的“打一枪、换一个

地方”，做了一锤子买卖后便溜之大吉，往往成为

假冒伪劣的重灾区，但就此呼吁“远离游商小贩”，

对于那些诚信经营的流动商贩显然是不公平的。

何况，远离流动商贩也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此前

就有其他地方的市民从正规集贸市场、超市买到

了假鸡蛋。此外，更重要的是，相关职能部门负有

打击假冒伪劣、维护消费权益的职责，有义务提供

给市民自由选择、放心购物的消费环境，不能凭借

一句轻描淡写的提醒，就把消费风险转嫁给广大

公众，自己去当甩手掌柜。

假鸡蛋来势凶猛，有关部门的表现却始终难

尽如人意。在媒体陆续曝光长沙市场上出现“问

题鸡蛋”后，当地工商部门的回应仅仅是“目前市

面上所产鸡蛋完全安全，可以放心食用”；当南京

市民怀疑买到假鸡蛋时，相关部门得出的结论竟

然是“暂无鸡蛋的国家标准，无法判别真假”；更有

甚者，央视记者发现部分公司传授人造假鸡蛋技

术，与多家部门联系举报却均称不归其监管……

相比之下，洛阳工商部门提醒市民防范假鸡蛋似

乎是仁至义尽，可光提醒不查处又有什么实质意

义？显然，制假售假者不会因此金盆洗手，广大消

费者依旧要担心假鸡蛋“坑爹”。

就在前不久，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和国家行政

学院经济学部联合对外发布了“中国幸福城市排行

榜”，合肥“幸福指数”高达43.40分，超越北京、上海、

广州等32个大城市，成为中国“最幸福城市”。而今

天又冷不丁冒出来一个幸福城市排名，已经毫无合

肥的影子。两张榜单差距何以如此悬殊？这让人摸

不着头脑。或许唯一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就是这两

张榜单的评选机构不一致。一方是中国公共经济研

究会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另一方是，中国城市

竞争力研究会。两方人员动辄以中国、研究等字眼

自抬身价，看似来头很大，至于这两方面人马的底细

如何，笔者难以得知。

幸福榜单何以如此频繁来敲门？纠结于这两个

组织的出生无济于事，还是要讨论幸福本身，对幸福

的概念做一些延伸分析很有必要。首先，对报纸上

介绍所用的一些概念，笔者表示不敢苟同，比如不知

道调查中所用的“幸福”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还有

很多人对幸福的定义比较特别，客观而言，每个个体

面对的幸福都是不同的，这样调查出来的结论就不

应笼而统之去用幸福这个词了。在没有定义前，你

很难得知不同的被调查对象所说的幸福是什么，这

也就没有可比性。

其次，这个主观指标在调查里也有一定作用，不

过要经过大量的调查才管用。我们称之为大面积调

查，一万、几万、十几万，达到怎样一个数量才行？

幸福榜单频繁来敲门，让人质疑这榜单背后的诚意，

抽查的样本到底有多少？

遗憾的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只见到满世界飘

的“十佳”“优秀”，生生把“创优评差”的经给念歪了。

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的评选机制，为何只评选幸福城

市，为何不评选最不幸福城市？这既能真实反映社情

民意，也好让普罗大众换一换口味。

当幸福成了一种热门词后，各种幸福排名就你

方唱罢我登场；当幸福成了一种热门词后，各种幸福

排名赞助邀请函就来“敲”你的门；当幸福成了一种

热门词后，笔者不希望幸福成为被炒作毁掉的又一

个词汇。到底谁最幸福，恐怕是组织此类评比的“专

家学者”最幸福吧，这是一个笑谈。

幸福榜单何以频繁来敲门？

该怎么看“赛课表演化”

评论

时事
乱炖

车 子 被 人 撞

了 ，肇 事 者 不 见

了，遇到这样的事

情，谁都会恼火。

可是江苏扬州一

名小孩在撞坏私

家车后，为车主留

下了一张字条致

歉：“我是扬大附

中一名学生，在今

天中午的放学途

中不小心弄坏了

您的车。”（11月6

日《乌鲁木齐晚

报》）

昨日，记者了

解到，中国城市竞

争力研究会近日

公布了 27 份中国

城市分类优势排

行榜，而最受关注

的当属其中“2012

年中国最具幸福

感城市排行榜”，

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榜单显示:青

岛第一，京沪排名

近百名。

（11 月 6 日

《城市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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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的鸡蛋

吃着像是嚼橡皮

筋，咋都嚼不烂，

是不是买到假鸡

蛋了？”近日，洛阳

市民田女士致电

12315，反 映 自 己

买的 5 斤鸡蛋，吃

着 没 有 鸡 蛋 味 。

对此，工商执法人

员提醒市民，购买

鸡蛋要提防流动

摊点。

（11 月 6 日

《大河报》）

非常
道

一张字条之所以温暖如斯，恐怕也就在于当事

人所说“如释重负”所释放出的“正能量”。说起来

顺理成章的事情：犯错了，认错并请求谅解，这是

最底线的公序良俗。甚至我们都会拿“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的老话诲人不倦，然而，不知从何时起，

我们早就不相信了这个逻辑，鲜有人真的认为“认

错”是一件大善事。也因为认错稀缺，这张小纸条

才显得那么“价值连城”——譬如有专家就说，此事

关乎城市文明大计。

货真价实的认错道歉，似乎已经濒临绝迹。成

功可以“复印”的唐骏先生造假了，有了半丝歉意

吗？“史上最牛造假”的教授被戳穿伪造学历身份，

有过致歉表示吗？郭敬明抄袭事件早已尘埃落定，

毫无悔意仍是翻不过的一页……弄到最后，好像人

类已经对这样的死皮赖脸毫无办法，只能以阿Q式

的“恕道”自我安慰。至于权力的认错道歉，尽管形

式上越来越多姿多彩，但内容上仍显得诚意寥寥。

前几日有消息说，一些城市正探索“建立政府失信行

为致歉制度”，要求政府及其部门对其重大失信行

为，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致歉——此举弥足珍

贵，而潜台词令人唏嘘。

易中天先生说，“我们何时才能学会认错？恕我

直言，恐怕任重而道远。别的不说，面子这关，就多

半过不去”。但问题是，认错在历史上也并非一直都

是什么可耻的事。譬如古今中外真正的贵族，如果

有错，引咎辞职，不等他人弹劾；如果有罪，自己了

断，不等他人动手。这或者说明两个道理：一是不会

致歉、不求谅解，是因为灵魂或者良心已然弃之如敝

履；二是一种群体精神或阶层认同，犹如“百年老字

号”，也会唤醒个体的信誉感、荣耀感。

浦江潮

11月5日，南京市鼓楼医院新大楼投入

使用，新大楼楼顶建有停机坪，大厅内有价

值700万元的钢琴、来回穿梭的电瓶车以及

即将开业的咖啡屋等，宛若星级酒店。（人民

网11月6日）

豪华医院以及一些医院竞相建设豪华

病房，不仅不能表明人们享受了高水平的

医疗服务，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现象

正是看病难、看病贵的生动注脚。我国医

疗资源分布严重不均衡，优质医疗资源集

中于大城市、大医院，小城镇以及农村地区

医疗力量薄弱，无法赢得人们的信任，以至

于人们大病、小病都往城里跑，往大医院

跑，结果导致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

罗雀，看病焉能不难？城里的大医院宛如

星级酒店，农村的小医院、乡镇卫生院破败

不堪，这是医疗资源分布失衡的写照，政府

的医疗投入方向亟须纠偏。另外，一些不

差钱的大医院，却热衷于搞豪华的面子工

程，或者热衷于建设豪华病房，为有权、有

钱者提供所谓的“特需医疗”服务，挤占普通

医疗服务的空间和资源，如此，普通百姓看

病焉能不难？焉能不贵？

“不要跟‘坏同学’做朋友，要跟‘好同学’做朋

友。”

昨天，张小姐在化龙巷上发帖称，同事的孩子在

花园某小学读一年级，上周五老师给家长们发了这

样一条短信。张小姐和同事们都觉得不妥。对此，

校长解释说，老师看到部分同学有不好的表现，只是

善意地提醒，并不是针对哪个学生。

“不是出力淌汗挣的钱，不能要”。

11 月 4 日清晨，济南市环卫工人王富方扫街时

捡到了一个皮包，里面有千余元现金和各种银行卡、

证件等。他干完活之后冒雪苦等失主一整天。王富

方怕错过失主，还叫同事送来了午饭。后来，在警察

的帮助下，他终于联系上了失主。而当失主给王富

方200元作为答谢时，他说。

郑渝川

赛课是对中小学校各类各级教学比赛

的俗称。近日有小学教师投书《中国青年

报》，讲述其饱受“赛课”折磨的经历，担心这

些种种怪现状会危及教育的品质。有教育

部门官员介绍称，现在的赛课就像演戏，“老

师成了演员，后面有导演、编剧、舞台设计”，

“教学流程都设计好了，上课不再根据学生

的情况，与新课改提倡的理念背道而驰。”据

悉，一些赛课的优胜者并非真正的教学能

手，只是口才好、善于表现，“一辈子可能只

上过一堂好课，但这堂好课就足够他（她）吃

一辈子了”。（11月6日《中国青年报》）

公允而言，赛课的形式安排，是为了让

资深内行评估年轻内行，分别指出授课者的

优点和不足，使其改进教学。这就需要多次

而非单次、两三次的赛课，重在推动参加者

的改进，实现效率最高的“传帮带”。然而按

照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的教育官员和教

师的说法，现有赛课变成了“单场决胜负”的

“利益之赛”，这必然诱使参与者按照“单场

发挥”进行形式和内容设计，最终变成偏离

教学本身的表演。

赛课机制又一个不当设计在于，单场优

胜者可以获得各种丰厚物质利益和等级荣

誉，让“赛课表演化”变本加厉。还因为此，

学校和基层教育部门将本校、本地区赛课优

胜者的数量，也纳入政绩，催生出像运动队

打造奥运夺牌选手那样，将大量的教育经费

等资源花在对赛课选手的打造上。

而一些所谓的教育学会，之所以热衷举

办巡回式的赛课活动，正是看准了地方教育

部门和学校的这项需要，用“名”换利，彼此

心照不宣，皆大欢喜，只是苦了被拿来作为

“演出”的“配景”、“群众演员”的学生。

此外，权且抛开利益传输不谈，“赛课表演

化”现象还反映出当下在相关评比活动、考试

面试环节考核标准失衡，过度偏重口才和应变

能力的问题。民国大师当中，许多人口才欠

佳，但并不影响当时的学生从其教授中获益，

如果用赛课的方式来考察那些大师，恐怕不会

有多少人能被留在当时的教职岗位上。这足

见表演化的赛课华而不实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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