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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控”
是值得警惕的现代病

江湖郎中的假“真药”与新药审批的真“假药”

高校改个名
就能变成“高富帅”吗？

微评论

评论

时评

据统计，2008

年 3 月至今，全国

共有 257 所高校获

得教育部批准而

更名，占到目前全

国 高 校 总 数 的

10.35%。高校更名

过程中，存在着高

职专科升级为本

科、学校学院变大

学、教育学院“转

型”师范学院、地

方高校升级为省

级等几大更名现

象。（5月21日《中

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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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 5 年之内，就有超过十分之一的高校改

名，如此热闹场景，不免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

觉。可是在喧嚣表面的背后，却又令人感到困惑，

高校集体热衷改名究竟是为了啥？难道改个名字

就能变成“高富帅”吗？

从高校改名的情况来看，基本上是社会追捧

什么，高校就顺应改成什么名字，诸如科技、财经、

工商、经济等，都是社会热门题材，相关专业也容

易找到工作。可见，高校集体改名的做法，实际上

是在迎合社会需求，通过改名来彰显学校定位，既

可以打出自己的名气，也能凭此吸引到社会关注，

且有利于招生工作的开展。

至于高职专科升本、学院变大学、地方高校升

级为省级等改名现象，则暴露出中国高校的浮躁

心态，不甘于停留在原有位置上，总是希望能够乌

鸦变凤凰，成为万人追捧的“白富美”。应该说，部

分高校改名确实是从实际出发，比如要独立办校、

合并扩校等，原有名字已不适合，需要重新命名，

这部分可以理解。

但更多高校改名则是在盲目跟风，不顾及实

际情况，一味追求社会时髦，希望能借助改名之

势，就此站在教育行业的前沿，却忽视了夯实根基

的必要性。事实上，高校名称并非最重要的东西，

或者说是最没有意义的因素，决定一个高校地位

的，并不取决于其名字，而是其拥有的教育实力。

高校改名不会马上变成“高帅富”，要想成为

众人景仰的著名学府，就得脚踏实地，把自己的基

础打牢了，认认真真地教书育人，营造一个良好的

口碑。如此，即便名字土得掉渣，只要教育水平过

硬，又有啥关系呢？照样可以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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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海清没有行

医资格。十多年前

偶获秘方，研制治

晚 期 癌 症 的 中 草

药，救治数百晚期

癌症病人。目前官

方 无 法 证 明 其 无

效，反而有不少癌

症病人要求出庭证

明该假药有疗效。

4 月 8 日，倪海清因

生产、销售假药被判

处 10 年有期徒刑。

（本报今日14版》）

不可否认，近些年打着治愈癌症的旗号，行

着诈骗之实的江湖术士层出不穷。这些医疗骗

子用没有任何治疗作用的假药打造出一个个

“神医骗局”，夺走了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癌症患

者身上的最后一笔医疗费。对这些不法者的打

击，就是对患者最好的保护。

然而，法律规定针对的只能是普遍性案

例。根据《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假药

罪作出的修改，该罪侵犯的犯罪客体是“国家

对药品的管理制度”。因此，只要实施了制造

因其未经国家批准的药品并销售的，就可能认

定为本罪。而本案中，接受倪海清治疗的数十

位癌症患者都有明显的好转，死亡的两位患者

的死因也并未证明与服药间有任何直接或间

接的关联性，针对这样的特例，判刑十年不免

有些量刑畸重。

江湖郎中因手中的假“真药”获刑，也让人联想

起新药审批过程中存在的种种真“假药”。

一种新药从开发到上市，正常情况下最少

需要两年时间，而我国一年就能审批１万种“新

药”，平均一天要审批近 30 种，如果全部是真正

意义的研发新药，根本不具备相关的试验条

件。在这些瞒天过海进行的新药审批过程中，

不少老药品仅仅改变包装的颜色或者包装容

量，便摇身一变成为“新药”，进入流通领域后，

不仅可以逃避国家降价，还可以使价格翻番。

隐藏在背后的，是患者身上存在的巨大用药风

险，药厂与药品监管公职人员之间的权力寻租。

早上睁开眼第一件事是看手机，上厕所一

定要拿着手机，晚上躺在被窝里玩手机，甚至

吃饭时也要时不时刷新一下手机……近日，智

联招聘网站针对全国 28 个城市白领日均玩手

机时间进行了排行，其中北京、西安、上海列前

三位,时间分别为 6.72 小时、6.15 小时、5.45 小

时。（5月21日《西安晚报》）

现在手机的功能是越来越强大了，早已经

从刚刚出现时单纯的通讯工具，变成了集通讯、

娱乐、交际等为一体的“个人终端”。应该说，这

是科技进步的结果，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

了莫大的便利；但与此同时，整日沉迷于手机，

患上“手机控”的现代人也越来越多，其消极、负

面的影响，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

其中一个最普遍的体现，就是人与手机之

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

越来越疏远，别说陌生人之间，就是朋友、同事、

亲人之间，也被手机“横刀夺爱”，相互之间变成

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说到底，“手机控”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现代

病，我们要警惕因为沉迷于手机等电子产品，而

错失和亲人朋友面对面交流沟通的机会；要警

惕让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成为“遗失的美好”。

毕竟，“人机关系”永远取代不了“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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