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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报道，9月18日一早，西北政法大学学生们为晨读打卡排起了长长的队
伍。部分同学表示，几千学生，就4个打卡机能用，“成功完成刷脸堪比春运抢火车
票”。当日中午，学校官方微博就此事发布通告称，新的刷脸打卡方式还存在不足，将
于19日起恢复原管理办法。 9月19日央广网

几千学生，就4个打卡机能用，结果变成了“晨读五分钟，打卡两小时”，耽误大家
的时间不说，还成为了众人皆知、集体吐槽的对象，不能不说该校这次糗大了。

一名学生刷次脸要多长时间？学校一共多少学生？4个打卡机够不够用？运用
简单的乘除法就应该算得出来。假如决策者亲身体验、实际检测一下，就不会贸然实
施这套程序；又假如“晨读刷脸”的决策在实施之前能够征求广大师生的意见，相信师
生们提出的疑问或建议，也不会让刷脸打卡的方式仅仅“一日游”。与其说是“晨读刷
脸”的考量太不周全，莫若说是一些教育管理者依然习惯于高高在上、闭门造车、做事
喜欢“拍脑袋”。

“晨读刷脸”还凸显陈旧的教育管理理念。据悉，该校采用“晨读刷脸”是为了完善晨
读晨练管理，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然而，大学生大多已经18岁了，是有完全
自主能力的成年人，同时大学的学习也更讲求自主性和专业效率，还需要像管理中小学
生、未成年人一样面面俱到吗？大部分的大学生个性张扬，崇尚自由，晨读的时间、方式
和内容理应由其自行选择，“晨读刷脸”的呆板办法，让人觉得晨读就是为了完成学校布
置的任务，不但失去了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而且会让学生不由自主地产生抵触情绪。

近年来，蓝牙点名、“刷脸”神器、课堂合影照、“手机课堂”APP签到、指纹机、发
红包点名……高校内的奇葩点名方式无所不用其极，但逃课现象几乎是每所高校都
面临的难题，这里面固然有学生、教材、体制等多种原因，但关键还是在于课程设置的
质量、内容与方式，有的公开课人满为患，一位难求，而有些课程却经年不变，味同嚼
蜡。提高课程质量与管理水平，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才是学生踊跃签到的“终极武
器”，指望用“刷脸”来拴住学生，毕竟不是长远之计。

教育是一门科学，管理也是一门学问，要把一所现代大学管理好，要把莘莘学子培养
成现代型人才，教育管理者们首先要改革理念、与时俱进、加强学习，集思广益，不断提高
科学管理的水平。如此，才不会让“晨读刷脸一日游”刷出一个巨大的“问号”。

滴滴司机付师傅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
“网红”。今年55岁的他，每天在江苏苏州市开车出门做
生意，都要带上自己生病的妻子，怕她独自在家会发生
意外。近日，记者联系上了付师傅。他说，再干几年还
完债，他就带着妻子回家“享福”去。

9月19日《扬子晚报》

在一个谁走红都不意外的自媒体时代，一些过去很
容易被忽略、被漠视的普通人却被捕捉、被打捞，成为注
意力聚焦的“网红”，打动并感染我们。带着病妻开“滴
滴”既有“不得不如此”的无奈与艰辛，也有风雨同舟的
责任与担当，既让人感动也给人以前行的动力。

不论是“带着爸爸上大学”的“最美孝心女孩”陈春
林，还是武汉单亲妈妈带着幼女开出租，抑或带着病妻
开“滴滴”，尽管命运不幸、人生悲苦、生活不易，这些普
通人却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努力地和命运对
抗，为了更好的生活拼尽全力。尽管这些人在物质生活
上并不宽裕、并不丰盈，但他们却拥有了强大的内心世
界，勇敢地活出了“真我”。

夫妻不仅是一种法律上的契约关系，也是一种心理
上彼此认同、互相依靠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不抛弃、不
放弃生病的妻子不仅是一种法律义务，更是一种道德自
觉与文化认同。

著名作家冰心曾说，“创造新陆地的，不是那滚滚的波
浪，却是它底下细小的泥沙。”没有被苦难压弯了脊梁，在
平凡的世界里负重前行，带着病妻开“滴滴”不仅让这两位
老人在物理距离上更接近，也让他们在心理上更加贴近，
在精神世界里守望相助、抱团取暖。在一些年轻人感叹情
感稀薄的当下，带着病妻开“滴滴”无疑是一面镜子。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牢固、坚韧的婚恋关系并非不
能成为现实；可惜的是，不少人已经不再相信自己可以做
得到。以情感与伦理为核心的传统家庭观念，让一些家庭
在面对苦难时，能够携手并肩。在以财富为主要指标的社
会分层中，一些普通人或许处于底端位置，但他们依然用
自己的角色扮演，赢得了他人的尊重与社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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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病妻开“滴滴”
致敬坚强乐观的普通人

杨朝清

“晨读刷脸”刷出
高校管理的大“问号”

斯涵涵

他一直想摘下戴了30年的眼镜

今年8月24日，浙江省眼科医院
宁波院区（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
院宁波院区）落户鄞州人民医院，这之
后该院眼科中心与知名眼科专家合作，
于9月11日开设了屈光门诊。

昨天，浙江省眼科医院宁波院区副
院长胡亮及浙二医院眼科主任杨亚波
两位教授，来到鄞州人民医院眼科屈光
门诊坐诊，并对需要进行手术的近视患
者进行近视激光手术。记者在现场看
到，有几位患者已经早早等在门诊处准
备接受手术。

家住海曙区的王飞（化名），今年
22 岁，刚大学毕业，戴眼镜已有 10
年。王飞的医学验光左眼近视875度
加散光125度，右眼近视850度加散光
100度。王飞说，手术头一天他已经做
了所有检查，主要是筛查看是否适宜做
激光手术，昨天手术前又做了例行术前
检查。

鄞州区的私营企业主陈辉（化名）
这次也专程来做近视手术，他的左眼近
视350度，右眼近视325度。“我戴眼镜
30年了，一直想摘镜，之前想去外地做
手术嫌麻烦，想在宁波做手术又有点不
放心，一直犹豫不决。”陈辉说，听说鄞
州人民医院屈光门诊开诊，而且还是省
专家做手术，他就专程来求治。

一台手术全过程只要十分钟左右

随着预约手术的患者陆续来到，屈光门
诊的候诊室、检查室人群摩肩接踵。鄞州人
民医院眼科护士长江芳在接待预约近视患者
的同时，还要解答前来咨询的近视患者的疑
问，忙得不亦乐乎。

胡亮和杨亚波两位教授开始约手术患者
谈话。在等待术前谈话的过程中，王飞因为
紧张，不时往卫生间跑，但当他看到越来越多
的人来做手术，反倒不怎么紧张了。

在做第一例手术前，记者经特许可以进
入手术室采访。于是，记者戴上口罩和帽
子，穿上隔离衣，跟踪采访王飞的手术全过
程。

手术开始了。“眼睛盯着绿色的光点，对，
坚持6秒，再坚持2秒，配合得很好，再换另一
只眼睛……”手术中，胡亮教授温和地向患者
提示着，原本紧张的王飞慢慢放松下来，很配
合地按照医生的指示做，真正手术操作时间
只有2~3分钟。

“手术后刚睁开眼时，有点白茫茫的感
觉，不过马上就能看清周围的东西了。”王飞
说，刚手术完，感觉看东西的效果比戴眼镜稍
差一点，不过医生说，要手术一天以后视力才
会达到最好的状态。

昨天上午，从第1位近视患者王飞930
分进入手术室，到10点左右第3位近视患者
走出手术室，三台近视激光手术只用了30分
钟左右。

屈光门诊还能治疗角膜病等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屈光门诊还比较
陌生。据了解，鄞州人民医院新开设的屈
光门诊包括近视激光门诊、高度近视门
诊、角膜病专家门诊和干眼门诊。目前，
近视、干眼、角膜病等病种占眼科门诊量
的80%以上。

今年8月24日，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
视光医院宁波院区揭牌仪式后，浙江省眼
科医院宁波院区落户鄞州人民医院，大大
提升了宁波市眼科医疗水平。

鄞州人民医院院长、眼科学术带头人
陆勤康介绍，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
电子设备的普及，中小学生用眼过度，导
致近视的发病率逐年增高、发病年龄越来
越小，近视患者也越来越多。虽然通过
佩戴框架眼镜或者隐形眼镜，很多人都能
获得比较满意的矫正视力，但同时也给他
们的学习、工作、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许
多人都希望通过近视激光手术，彻底摆脱
戴眼镜的烦恼，恢复自在的生活。

此外，干眼症、角膜病是眼科常见疾
病，容易反复发作，给患者带来巨大的身
心痛苦，全方位、个性化的治疗有利于控
制病情。为了满足广大患者的需求，鄞州
人民医院眼科中心与国内知名医院进行
合作，开设了屈光门诊，常年邀请知名专
家来院坐诊、手术。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张基隆 郑瑜

鄞州人民医院眼科屈光门诊开诊
9 月 11

日，鄞州人民
医院眼科屈光
门诊开诊。据
了解，屈光门
诊开诊才一周
多时间，至今
已有几百名近
视 患 者 预 约
“全飞秒”近视
激光手术。其
中有怀揣军装
梦的大学生，
有热爱舞蹈及
各种户外运动
的年轻人，也
有追求品质生
活 的 都 市 白
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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