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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童撑伞跳楼”
该怪谁？

4月15日上午，一条孩子跳楼的视
频在网上被多次转发。视频中一个孩子
躺在地上，一位家长瘫倒在旁边。根据
视频内容，记者到江苏昆山进行了走访
调查，没想到背后的原因却让人吓出一
身冷汗。当天孩子一个人在家，竟然模
仿动画片里的情节，打着一把伞从5楼直
接往下跳。

4月18日澎湃新闻网

男童撑伞跳楼，当反思动画片监管。
严勇杰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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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的名义》热播，电视剧中被达康书记
批评的光明区信访局低矮的窗口给观众留下了深
刻印象。4月17日，有市民称，电视剧中让办事群
众叫苦不迭的小窗口在株洲上演了现实版，出现在
火车站派出所的制证点。 4月18日澎湃新闻

就在前几天，网上爆料郑州市社保局的窗口高
度让一个成年人站也不是，蹲也不是，只能半蹲着
办事。这种现象一经披露，立即引发舆论高度关
注。仅仅过去几天，株洲又出现这样的“蹲式窗
口”，实在不能不让人追问，全国还有多少这样的

“蹲式窗口”在为难着群众？
“蹲式窗口”是当前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

名义》中的一个桥段，在剧中京州市光明区信访局
的办事窗口就是这样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高
度，由于没有座椅，群众上访时只能半蹲在地上。
在剧中，这种“蹲式窗口”在市委书记李达康的要求
下，进行了整改，而在现实中，这种“蹲式窗口”要靠
谁来整改，无疑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首先，服务窗口的高度体现着服务意识水平的

高低，而这种“蹲式窗口”却让人看不到一点为民服
务的情怀。没错，人的身高参差不一，这给窗口设
置带来很大难题，可是这也不是设置“蹲式窗口”的
理由，最起码应该考虑到一个成年人的正常身高，
根据成年人的正常身高来设计窗口高度。再者，也
完全可以采用其他辅助设施，比如给身高过高的人
提供一把座椅，方便其坐下办事，给身高较矮的人
提供一条凳子，方便其站着办事等。

可是，事实却并非这样，有关部门想当然地
设置这种“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的高度，让群
众不得不蹲着甚至跪着办事，这种行为不仅是对
群众的刁难，也是一种服务意识的巨大缺失。如
果能够站在群众的立场考虑，亲身体验一下窗口
高度，就不难发现相关问题。因此，“蹲式窗口”背
后是相关部门为民服务意识的缺失，是官僚主义
的写照。

前几天是郑州，这次是株洲，还有多少类似这
样的“蹲式窗口”在为难着群众？笔者以为，各地应
加强为民意识，开展一下服务窗口检查工作，看看
还有多少这样的窗口。

据4月17日《北京晚报》报道，日前由科技媒体
果壳网等主办的、被称为中国版“搞笑诺贝尔奖”的
菠萝科学奖又“开奖”了。这一届的数学奖被颁给
了“泳池含尿量定量研究”的研究团队负责人——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李杏芳教授。该团队检测了
87个泳池的水样，破解了这一“世界疑题”，得出了
一个明确的结论：一个泳池平均含尿量约75升，大
概有140瓶矿泉水那么多。

含尿量是泳池卫生的必检项目之一。记得包
括宁波在内的许多城市媒体，每年夏季公布有关部
门的泳池卫生状况检测报告时，“尿素含量”这一栏
大都“飘红”。这些“尿素”来自哪里？显然是泳客们
从体内排入泳池的。正如《北京晚报》在相关报道中
戏称的那样：世界上最长的距离，是从泳池到厕所的
距离。

按说，在泳池里小便极不文明的道理，外星人
都懂。而且，公共泳池一般在城市才有，多数有锻
炼意识或消闲情趣来游泳的人们，文明素养应该不
至于低到哪里去。但一个泳池平均含尿量有140瓶
矿泉水的“科学结论”，还是让人们跌破眼镜。依我
看，这里面既有在泳池内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方
便”的因素，更有撒尿者“蠢逻辑”作祟的关系。

在我们周围，常有些市民不拘泳池撒尿、宠物扰
人 、高声喧哗之类的“小节”。你要真与他理论，他
比你还振振有词：这是我的自由；影响没你说的那么
严重，是你太敏感了；非要认为影响了你，为什么应该
是我停止而不是你离开呢？这些似是而非的反驳，常
噎得你干瞪眼。一些不文明现象屡禁不止的背后，往
往有这种无赖式的“蠢逻辑”作支撑，因此很有必要从
理论上给予批驳。

不文明行为侵害了别人利益这类事情，本来就
有明确的判断标准。拿泳池撒尿、宠物扰人、高声喧
哗等不文明行为来说，他人的卫生、安全与安静是逻
辑在先的自由，而撒尿者、宠物主人和喧哗者的行为
无疑影响了别人的这种自由；同时，他人的卫生、安
全与安静是一种“消极自由”，只需要你不撒尿、不扰
人、不喧哗即可，而泳池撒尿、宠物扰人、高声喧哗，
是一种“积极自由”，需要他人为你承受尿液带来的
不适和卫生隐患、提防可能受到的宠物攻击、忍受高
声喧哗的噪音等。逻辑在先的自由和属于“消极自
由”的自由，优先于逻辑在后的自由和“积极自由”的
自由，这就是自由的原则。也就是说，那些不文明行
为的制造者应该受到指责并终止这类行为，而不该
让可能的利益受损者去承担或者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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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多少“蹲式窗口”在为难群众？
刘剑飞

不文明行为背后常有“蠢逻辑”
胡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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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
既要签约数也要满意度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日前表示，全国已有
26个省区市印发了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
导性文件或实施方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今年要
扩大到85%以上的地市。 4月18日央广网

家庭医生既要签约数也要满意度。
首先要提高家庭医生的专业化水平。人们

之所以舍近求远，一窝蜂地往大医院跑，还是害
怕得不到有效治疗，贻误自己的病情。而家庭医
生往往给人留下名气不大、医术不精的固有印
象。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大公共投入，强化基
层服务能力和水平，切实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落实签约医生的工资待遇拓展其上升空间，
鼓励优秀医务人才深入家庭为患者提供优质服
务，另一方面也要用扎实、优良、便捷的服务环境
吸引居民签约，逐步引导人们逐步改变“大医院、
大专家才能看好病”的固定思维。

其次应该完善家庭医生制度。泄露了病人
信息将受到何种处罚？家庭医生的医术水平如
何保证？签约有何实实在在的优惠？针对居民
这些具体问题，有关部门要明确签约服务内容和
签约条件，确定双方应当承担的责任、权利、义务
等事项，同时加大政策配套施行分级诊疗，调整
门诊、住院和重大疾病报销政策；差别化设置不
同等级医疗机构和跨统筹区域医疗机构就诊的
报销比例，对接受签约医生的家庭予以政策上的
适当倾斜，让签约医生制得到普及和认可。

再次，要优化互联网+家庭医生的配置。有
需求的患者却不是辖区居民，患者病情是否稳
定，记录是否完备，有无更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方
案，要对居民提出何种健康指导……这些都是摆
在家庭医生面前的切实难题。有关部门要充分
利用大数据工具，对于具体问题各个击破，大力
促进家庭医生工作的精准化、科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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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谣言
也是一种“非法添加剂”

有数据显示，网络谣言中“舌尖上的谣言”占
45%，食品安全领域成为网络谣言的重灾区。4
月17日，国家食药监总局举行通气会，邀请相关
单位和人员，就如何“多方联动，有效治理食品谣
言”展开座谈。 4月18日新华网

我们应该像防范和打击“实体非法添加剂”
那样，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谣言这个“虚拟非法添
加剂”。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行业协会、食品安全跟
踪评估机构、政府新闻信息发布机构以及主流媒
体，应该提升对食品安全谣言的敏感度，对谣言
进行调查甄别，用权威结论进行辟谣。公安、司
法部门则应用法律视野严格审视每一个食品安
全谣言，并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追究造
谣者的法律责任，予以诚信惩戒，让造谣者一时
造谣，处处受限，为此付出诚信代价和法律代价。

而民众也需增强对食品安全谣言的免疫力，
看到朋友圈、微博上、贴吧里那些貌似一本正经
的食品安全“真相”“内幕”“警告”，多一些理性的
判断分析，多问几个为什么，不盲信盲传，不对谣
言的传播扩散推波助澜。面对形形色色的食品
安全谣言，我们不可能总是智者，但只要我们对
谣言多过过脑子，就能有效阻止谣言的传播。

李英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