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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世相 学校惊现“黑心棉”
去年8月，南宁市卫生学

校通过政府招标程序采购一批
共6000床棉被，货物送达后检
查发现竟是“下脚料”制成的

“黑心棉”!12月13日，南宁市
兴宁区法院对生产货物的作坊
老板马某全进行开庭审理，到
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12月14日《南国早报》

谁能想到，通过政府招标
程序采购到的会是“黑心棉”！
南宁市卫生学校到底冤不冤？
还待审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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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健康养生话题已经不再是中老年群
体的“专利”，不少90后甚至95后也开始研究
各类养生细节。边熬夜边喷水保湿、喝啤酒泡
几粒枸杞、吃完火锅喝茶“刮油”、拿着保温杯
还要搭配点茶叶……这群人们口中任性的90
后，生活已经开始变得“精致”“细致”起来。

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

90后关注健康养生，也许是受社会大环境
的影响，但是背后真正体现出来的，则是现代
人在健康理念上的一种进步。90后年轻人关
注健康和养生，首先是关注与呵护自己身体的
一种表现，是对自己身体健康的一种“自我管
理”。这不但可以让他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而
且也可以帮助他们远离疾病的困扰，进而有更
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中。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对1979名90后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9.6%的
受访90后开始关注养生信息，这说明90后关
注健康养生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
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年轻人关
注身体健康、养生问题，往小了说和自己的身
体健康密切相关，而往大了说，和减轻国家、社
会的医疗、养老负担同样密不可分。毕竟，到
了年老的时候还能少生病，保持更为长久的生
活自理能力，不但是个人之幸，也是国家之幸，
社会之幸。

在大学里，人情消费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1570名大学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5.4%的受访大学生为人情消费苦恼。58.9%的受访大学生认
为人情消费会在学生之间形成关系圈和小团体。69.7%的受访大学生建议引导学生树立理性的消
费观念。 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

大学里必要的人情消费不可缺少，毕竟这是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但是，无论是出于礼
貌，或出于功利目的，人情消费贵在有“度”，否则过犹不及，不仅会增加没有必要的日常开支，而且
大把时间也会被繁多的应酬占据，必然影响到自己的学业，进而败坏校园风气。

据调查，69.7%受访大学生建议引导学生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所以，高校在引导学生正确进行
人情消费方面，应给予关注。比如，可以在课堂上加一些理财内容，用生动鲜活的案例，教会他们理财
与消费，以规避大学生在校期间无计划消费，消费结构不合理，攀比、奢侈浪费，恋爱支出过度等问题。

其次，对于家长而言，也应对孩子的校园生活多些关注，尤其是在人情消费上也应给予正确的
引导。鼓励他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把握人情消费的分寸，而不能让过重的人情消费、人情负
担干扰到校园的学习与生活。

再者，对于大学生自身而言，应该学会正确对待人际交往，用平和的心态对待人情消费。要知道，
人脉不是靠吃吃喝喝以及无节制的礼尚往来得来的。尤其是，身为大学生理应以学业为主。即便自
己能够勤工俭学获得收入，也应明白，自己的经济和人生尚未独立，有些花费理应能省就省。

同时，大学生面对过重的人情消费，自己也需要拿出说“不”的勇气。相互赠送礼物、请吃饭，只
要遵循本心就好，完全没有为了讨好对方，或者讨好一个小圈子，硬着头皮去参加没有必要的应酬。

大学生人情消费过重现象，也是社会现象的映射。不难发现，中国人一向讲究礼尚往来，婚丧
嫁娶、乔迁新居、寿诞喜宴等等，都免不了摆几桌请来亲朋好友热闹一番。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情
消费已成为人民群众深感头疼的一种经济负担。所以，为大学生人情消费“减负”，同样也离不开社
会大风气的逐渐好转。

据报道，诗人余光中在高雄医院过世，享年90岁。原先只以为是天气多变、气温偏低，到医院
检查后决定住院静养，没想到疑似有些小中风，肺部感染、转进加护病房；旅居在外的女儿们也从国
外赶回，谢绝采访，结果1天之隔，这位作品多选入课本、文坛的“璀璨五彩笔”就过世，亲人与文坛
好友都十分伤痛。 12月14日《法制晚报》

曾写出《乡愁》等著名诗篇的台湾诗人余光中享年90岁。消息传出，各界人士和媒体通过不同
形式表达了惋惜、悼念之情。

尽管海峡阻隔，余光中依然是台湾及大陆乃至世界华人圈都大名鼎鼎的诗人。虽然著作等身，
涉猎广泛，文学成就卓著，但普通人还是会看到余光中就想到《乡愁》，读到《乡愁》就想起余光中。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一首《乡愁》不胫而走广为传颂。这
是作者用心书写的一首诗，更多的读者因为空间、境遇、心绪的转换而赋予不同的含义：是台湾人拂
之不去的思乡情结，是大陆人“初识”台湾的惊鸿一瞥；是遥远而美丽、熟悉又陌生的故乡，是永生难
忘的华夏印象……

怀念母亲、遥望故乡，往返于两岸……90年风雨兼程，无数篇妙文华章，从诗集到散文集，余光
中乡愁的《记忆像铁轨一样长》，而“我就是一个中国人”的慷慨陈词，更使他成为乡愁文化的代表。
乡愁陪伴无数人走过千山万水，度过孤独之夜，用诗歌的力量抚慰疲乏的心灵，医治漂泊的创伤。

远去的余光中，定格华夏诗人的才华与风骨，从作品到为人，从东方到西方，无不散发出中华文
化的独特魅力，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符号，也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无法复制的篇章。

余光中走了，他去了天堂的那头，我们仍在尘世的这头。他的离世，犹如一张无形的网，打捞起
曾经遗忘的美好。关于《乡愁》、关于诗人与诗歌、关于大陆与台湾、关于中国与世界……纵然隔着
一弯海峡，乡愁终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诗歌终是中华文化的“票根”，召唤着我们一
起消弭隔阂，圆梦故乡，共兴大业。

岁末冬夜，《乡愁》余音绕梁。我们送别余光中，仰望余光中，缅怀余光中。

“我本来没有钱做手术，但我碰上了一位
好医生，他用自己的工资作担保让我住院。
没有他，可能现在我命都没了。”前日，火炬
开发区医院普外科，一名投亲途中得急性阑
尾炎的患者，向记者连连夸赞自己的主治医生
梁章焱。 12月14日《中山日报》

梁章焱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碰到真正有
困难的人，我选择相信他们，实行先治病后交
费，如果真有人逃费就用我的工资去抵。”

梁章焱的做法，无疑是可贵和温馨的。但
不能不说的是，这也暴露出眼下相关应急救
济、担保制度缺失和不足，令人遗憾。笔者以
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作为医院，应该要有一种常态的帮扶机
制，对上述这类患者进行一定的帮扶（恶意拖
欠者例外），而不能把“收不到医药费就扣工
资”的压力强加到医生头上，让医生在职业道
德与医院规定的权衡取舍中饱受心理煎熬。

作为政府和医疗主管部门，不能因为“偶
遇”患者欠费、逃费情况，而作无奈之举，社会
的公益性，也不应由医院自身单独来承担。这
就要求地方政府或医疗主管部门建立相应的
帮扶救济或救急制度，对一些确实手头拮据、
情况危急的患者进行及时治疗。

医生“用工资担保做手术”，正如钱币的两
面，一面反映了当事医生的善良人性，另一面
却折射出目前医疗救助制度等方面的不力。
那么，我们建立怎样一种相对完善和全面的医
疗救助制度呢？无疑，这考验的是医疗机构和
政府相关部门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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