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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前两天，胡庆余堂传人、“青春宝”创始人、宁波
慈城籍人士冯根生离世的消息传出后，宁波人在缅怀
这位德高望重的“一代药王”的同时，也关注到了宁波
与中医药文化的深厚渊源。而从本月 1 日起，随着

《中医药法》施行，重振宁波中医药文化雄风也成为许
多宁波人的心愿。

宁波与中医药文化非常有缘。根据河姆渡遗址
出土的果实和袍粉分析表明，7000年前先民们已知用
龟鳖补气，用茶叶、芡实、鹿角、杨梅等养生，为我们揭
示了适合江南水乡环境的植物、动物等资源与人类健
康的秘密；宁波出产的浙贝母、铁皮石斛等中药材品
质优良；药行街曾经是海内外各种珍奇药材集散市
场；家喻户晓的北京“同仁堂”由宁波慈城籍乐氏家族
创办；董氏儿科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当
宁波籍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后，霎时
轰动了世界……

从百余年前的甬上名医荟萃，到宁波率先在全国副
省级城市和浙江省地市级成立了首个中医药管理局，董
氏儿科、范氏内科、宋氏妇科、陆氏伤科、劳氏伤科等祖传
中医在全国有很高知名度。可以说，甬派中医文化和中
药材，如同宁波菜系，一旦发掘弘扬，必会辉煌。

但应该看到，宁波中医药事业发展也面临一些不
足与瓶颈。比如，近年来扩容医疗服务能力、布局规

划中，中医地位并未凸显；基层服务能力、发展规模和
水平，还不能满足市民需求。而《中医药法》彰显了中
医药特色，培本固元，鼓励创新，鼓励“基层中医化，中
医工作基层化”。

令人欣慰的是，我市已在加快推进中医药临床优
势培育，二级以上中医院均设立“治未病”中心，开展
中医药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进机关、进企业、进校
园的“六进”活动。鄞州区五乡镇14家社区卫生服务
站为患者提供针灸、拔罐、刮痧、艾灸等服务，让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简、便、验、廉”的中医药健康服
务，挖掘民间诊疗技术，梳理历代中医药名家理论，推
进了宁波中医药事业的传承与创新。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董氏儿科，至今已有200多年
历史，师徒遍及全国，医术名蜚海内外。宁波市中医
院副院长董幼祺教授，早年跟随爷爷、“当代中医儿科
泰斗”董廷瑶教授学医，成了董氏儿科第六代传人。
目前，董氏儿科已在宁波和上海成立了国家级名老中
医传承工作室，4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3名国家级
名中医，出版专著15部。

与此同时，挖掘好宁波特色的中医药文化，让藏
在古籍、散在民间、融在生活、用在临床上的中医药养
生理念和方法鲜活起来，同时汇聚八方资源，可重振
雄风，让宁波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

近日，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陈学伟团队
因为一篇发表在全球顶尖学术期刊《Cell》上的论
文，被重奖1350万元。对于天价的科学论文奖
金，舆论立即就炸开了锅，有人表示质疑、担忧，有
人则予以力挺，对此，论文作者之一、四川农业大
学水稻研究所所长李平教授表示，网上一些说法
是误导性的“标题党”所致，这1350万元中，只有
50万元是奖励给团队的奖金。

今日本报A13版

如果这项学术成果真有价值，这1350万元全
部奖励给团队又有啥好质疑和担忧的？

图说世相图说世相

一篇论文获1350万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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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一段百度CEO李彦宏乘坐无人
驾驶汽车的视频引发网络关注。视频中，李彦
宏声称，自己正在北京五环路上赶往会场，车辆
在自动驾驶状态。对此，交管部门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称，现行法规不允许无人驾驶汽车上路，
将介入调查。 今日本报A13版

尽管百度回应称车上其实有司机，但双手
长时间脱离方向盘也是违法行为。此外，李彦
宏的无人驾驶汽车还涉嫌违反限号规定、实线
违章变道且不打转向灯。更重要的是，现行法
律法规根本不允许无人驾驶汽车上路。照这么
算，一本驾照的分都不够扣的。

科技实践往往走在争议前面，走在政策前
面，无人驾驶汽车正在驶入真实的世界。上述
争议和问题应该成为倒逼改革的力量，而不是
无人驾驶汽车发展的绊脚石。像李彦宏这样的
行业翘楚，怎能不明白禁止无人驾驶汽车上路
呢？明明知道，还上路测试且现场连线，是否也
有故意引人关注之嫌？ 陈广江

司机斗气
岂能罔顾满车乘客安危

7月4日，河南新密市汽车客运东站发生一
起交通事故，2路公交车司机和12路公交车司
机在行驶路上发生口角，两车司机对骂过程中，
2路车直撞12路车尾部，造成前车和后车车窗
玻璃粉碎，车上乘客吓得跳窗而逃。

7月5日中国青年网

2路车满载的都是中学生，万一冲撞中发生
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尽管此次事故没有造成
重大的人员伤亡，但看到事故现场中那些中学
生吓得跳窗而逃，不但让人感到后怕，更让人感
到愤怒。

有道是冲动是魔鬼，人毕竟是有自制能力
的，既不能随便冲动，更不能一怒之下成了“魔
鬼”。无论碰到什么事情，“法”字当头最重要。
两辆公交车斗气而引发事故，司机当然要负主
要责任，而公交公司也要负管理不严和教育不
到位的责任。如果相关的公交公司能够举一反
三，从中吸取深刻教训，以此来教育司机遵纪守
法，也不失为一种亡羊补牢的手段。

郑建钢

多做“让座主角”
少当“让座指导”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上海地铁上有一年轻
男子自称上班太累，拒绝给抱小孩的妇女让座，
还抢夺乘客拍摄的手机。随后，该男子回应称，
原本是想让座的，但乘客再三指责让他很气愤，
因此赌气不让。网友对此看法不一：正方认为，
小伙子健健康康，理应给抱幼儿的妇女让座；反
方则说，年轻人也有体力透支的时候，不应把“让
座”当成一种道德绑架。 7月5日澎湃新闻网

真正的文明引导者，一事当前，会先想到
“我能怎么做”，而不是手电筒照别人，习惯性
地去指教“你该如何来”。以前述话题为例，
年轻人没让座，周围人都指责他，那么“道德
高人”为什么不能换位思考一下：或许他真累
了，只要有个人出来让座就行了，这个人也可
以是我自己……但遗憾的是，小小的一个让座
问题，结果却没有一个赢家。

文明重在自律，让座无须“点名”。从某种
角度说，利用舆情压力，想为自己“道德贴金”，
这种行为比不让座好不了多少。 司马童

一会儿说头部血液循环不好，一会儿又说得疏通
全身经络。北京80多岁的刘先生，在家门口的美容
中心被店员反复“忽悠”，短短9个月竟花费上百万元
购买所谓的保健服务。家人多次和美容中心交涉无
果，于是将美容中心诉到了法院，要求退还服务费
100万元。 7月4日《北京晨报》

老人听信店员的忽悠，痴迷于购买保健品，甚至
与子女结怨的事挺多，但数额达百万且闹上法庭的倒
不多见。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一眼就能看穿的这种把
戏，老年人就如被洗脑般沉迷其中？那些明知这玩意
就是个大忽悠的店员，又何来“勇气”去说服老人呢？

这里，有必要提起一个经济学上的习语，叫“博傻
定律”，也叫“最大笨蛋定律”。它说的是，你之所以完
全不管某个东西的真实价值，即使它一文不值，也愿
意花高价买下，是因为你预期会有一个更大的笨蛋，
会花更高的价格买走。没错，受害人刘先生就是店员
相中的“笨蛋”之一。他高价买进保健品，让后者赚得
盆满钵满。和刘先生一样，所有听信店员的忽悠，被
各种套路坑了的受害者都是“笨蛋”——尽管，这是经
济学上的说法。但话又说回来，仅仅他们是笨蛋吗，

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就一定比他们聪明吗？
先说刘先生的家人，时隔9个月之后才知道老人

被坑一事，不能说子女们傻，但显然算不得“耳聪目
明”；再说，得手的店员和店老板，赚了钱拍拍屁股就
开溜，聪明吗？被诉至法庭面临追偿，已经够说明问
题了。还有，那些插科打诨的网友和众多围观者，谁
能保证以后自己或家人不会被坑？最好先别在脸上
贴上聪明的标签。

传销曾经在国内屡禁不绝，参与其中的不仅仅是
些毫无经济知识的普通人，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
的目的就是获利，再获利。一瓶兰花油成本不过 10
元，可以传成1000元甚至10000元，兰花油本身的价
值可以忽略不计，买下它的人就是期待自己后面还有
更大的笨蛋。这样，一个笨蛋接着一个笨蛋，到最后，
盈利的总是早期的笨蛋们。

但这事如果仅仅停留在对受害人的奚落和对美容
中心的道德挞伐上，是避重就轻。我们仍寄希望于，法
院的判决能警示那些一心想赚大钱的人们，震慑那些
为赚钱不择手段的经销商，也希望监管部门对这类夸
张宣传和涉嫌欺诈的经营行为，予以严厉打击。毕
竟，我们都不愿成为人家利益拼盘里的那个笨蛋。

重振宁波中医药文化雄风
陈旭钦

花百万买保健品的老人是“笨蛋”吗？
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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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快评文明快评

三江热议三江热议

街头巷议街头巷议

李彦宏秀无人驾驶
折射新生事物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