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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健康观，要“懂”也要”动”
胡晓新

近年来，媒体上有关健康与养生的内容
越来越吸引眼球，点击率与阅读率明显高于
许多其他资讯。人们也意识到，健康并不只
是个人“私事”，而是与家人和工作等密切相
关。2 月 27 日与 2 月 28 日《宁波晚报》刊载的
几则有关健康与养生的新闻，就得到许多读
者的关注。

一则是退休大学老师出身的寿佩勤受追
捧成了“养生红人”。在大学从事过从事健康
服务与管理工作的她感叹地说：没想到自己
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要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加
入健康巡讲的队伍，传播科学养生观，把更多
的人带出养生误区。另一则是宁海有个生性
豁达又酷爱运动的 95 岁“单车爷爷”，虽然经
历过许多风雨坎坷，但如今不但不需要后辈
照顾，还能照顾患病的儿子，且精神头并不逊
于年轻人。还有一则就是17岁的帅小伙每天
戴耳机听音乐，结果被诊断为不可逆转的中
度耳聋，让父母悲痛难抑。

这几则看上去关联度不大的“个案”，蕴含
的信息却足以让我们警醒。对于健康养生知
识，目前每个人通过多如牛毛的途径接收到
的，既有靠谱的，更有不靠谱的。不少时候，
那些不靠谱的养生之道往往更有市场，比如
前些年张悟本宣扬的《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
就风靡一时，曾让许多人误入歧途。而不少
人只有到了退休、衰老或者疾病缠身以后才
真正注意到健康与养生问题，在生命的其他

阶段，只是零星地通过各种渠道关注一些或
靠谱或不靠谱的健康养生知识。因此，退休
教授寿佩勤“传播科学养生观，把更多的人带
出养生误区”的做法就显得更有价值，也更加
迫切。

举例来说，豁达与运动是多数长寿老人的
“标配”，可生活中不少人难以同时做到；戴耳
机听音乐会损害听力是医学常识，却没有成为
许多年轻人的生活常识。不知道这些常识或
者知道了做不到，本人与家庭的生活质量就可
能大打折扣。再拿牙齿健康来说，许多人既不
懂怎样科学防护，也压根没把它当回事，导致
目前各种年龄段的人们牙病高发、各医院牙科
门诊天天爆满、许多私营牙医诊所赚得盒满钵
满。其实，只要学会使用牙线并成为一种生活
习惯，多数牙病问题都能得到有效防治，可大
多数人不是不知道，就是做不到，宁肯到扛不
住的时候才找牙医，忍着剧痛拔牙、补牙、种
牙。

在保证有靠谱渠道了解靠谱健康养生知
识的前提下，身体力行就成了关键。其实，尽
管健康养生知识不断更新，但一些基本理念
并没有改变。比如生命在于运动、吸烟有害
健康等结论，多数人耳熟能详，短时间内恐怕
谁也推翻不了，可在现实中却经常被“无
视”。因此，对科学健康观，要“懂”也要”动”，
也即知行合一，才是提高生命与生活质量的

“王道”。

一条鱼居然吃出两条尾巴！
3月1日，一则网帖在常州本地论坛上被置顶，

该网帖称，一条黑鱼居然吃出两条尾巴！一石激起
千层浪，一些消费者觉得这家店里面猫腻大了：会
不会鱼是早杀好了放在后厨，当面称鱼只是“形
式”？ 3月2日《扬子晚报》

这条黑鱼吃出的不是两条鱼尾巴，而是某些餐
饮酒家的潜规则。

“养犬计分制”
是耶非耶

3月1日，山东济南推出“养犬计分制”的
消息一经发布，随即引发热议。根据政策要
求，济南市民在养狗过程中，有扰民等违规行
为，犬主的养犬登记证就会被扣分，总分12
分，如全部扣完，犬主需要“补考”文明养犬相
关法规，合格后才能取回犬只和养犬登记证。

3月2日《北京青年报》

“养犬积分制”
是一种管理创新

从形式上来看，济南市刚刚推出的“养
犬积分制”，有点类似于机动车驾照的管理，
同样设置了积分制，扣满12分就暂扣养犬
登记证，然后需要参加学习和考试，考试合
格后重新获得养犬登记证。所以有网友戏
称为养狗也要“考驾照”。

地方政府围绕城市犬只的饲养和管理，
推出创新性的“养犬积分制”，属于一种管理
上的探索和创新，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大家都知道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地方实
行的都是“有证养犬”制度，就是必须为自己
所饲养的犬只办理合格的证件，取得合法的
身份，然后接受包括定期注射各种疫苗、接
受检测等等在内的规范和管理。这不但是
对犬只和饲养犬只的人负责，同时也是对其
他市民百姓的生命安全、社会秩序负责。但
是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有证养犬”制度更
多的是解决了公众饲养犬只的资格，以及疾
病的防疫等等问题，但是并不能很好地解决
饲养犬只所带来的扰民问题，以及对社会其
他方面所带来的困扰。

但实际上现实中真正发生宠物犬咬人
的情况比较少见，更多的是扰民的问题。比
如犬只主人没有拴狗绳就出门遛狗，会对路
人造成惊吓；有的犬主人允许自己的宠物犬
随地大小便，污染环境等等。而这正是济南
市公安局推出“养犬积分制”所要着力解决
的问题。目前来看，这一举措既可以照顾到
城市居民养犬的权利，也能通过对“扰民”等
行为的举报，对养狗人进行义务上的约束，
最终起到促进犬只与犬主、犬只与社区居民
和谐相处的目的。

一项创新性的政策出台，存在不足是正
常的，所以才需要在实践中进行完善和改
进，“养犬积分制”也许在各种细节上还有继
续完善的空间，但是其大方向上是没有任何
问题的，值得我们去给予更多的理解、支持
与配合。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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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犬计分制”
难治标更难治本

“养犬计分制”难以治标更难治本。
咬人、狂吠、随地拉屎、流浪狗成群……

是狗患的表现，严重危害公共利益和民众安
全。据报道，全济南市已有8.5万户居民办
理了“狗证”，“养犬计分制”那将是多大的工
作量？近年来犬只数量呈逐年增多趋势，因
养犬而产生的问题频发。但是，“狗患”表面
看是人与狗的矛盾，其实是人与人的矛盾。
一个有道德的好养狗人，知道爱惜一切生
命，会给狗打防疫针，带上狗链，收拾狗粪。
而不良的养狗人，只是把狗当做玩具或牟利
的工具，不想养时一弃了之，甚至虐狗杀
狗。“养犬计分制”欲用分数衡量、限制狗狗
犯规的数量，貌似简单易行，实际没有触及
根本，难以落实。

事实上，早在 2007 年，济南市就实施
“养犬管理规定”，将养犬审批制改为养犬登
记制，要求犬只饲养者必须办理“狗证”。据
此判断，我们并不乏规范养狗的法令，却疏
于严格执行。如果一项新政操作繁琐，难于
落实，执行效果形同虚设，不仅失去了政策
的严肃性，也影响公信力。例如“养犬计分
制”出台，若犬只被扣后，犬主不去考试、认
领怎么办？对那些没有“狗证”的，又该如何
监管？是“自行安置”还是政府全部收容？
在“狗证”被扣期间，犬只会被如何处置？一
些家养病狗就此甩给政府怎么办，费用几
何？权责如何划分？

养狗与否，“扰邻”与否，牵涉到公共环
境卫生和公民权利意识，也是一个社会法
制、文明、人性等多方面的综合反应。“养犬
计分制”知易行难。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强化
法制约束，严厉追究饲养人的法律责任，同
时加大流浪狗收容机构的建设力度和扩大
民间力量，另一方面，市民也要提升法律意
识和文明素养，科学养狗、文明养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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