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2
责编/高凯 叶飞 审读/胡红亚 美编/吴玉涵

今锐评 2021年4月13日 星期二 广告

!"#$%&'()*+,-./
01234(56789:9;<=>
?-!@ABCDE1FG)HIJ<
KLMNOPQRS(T&'()UV
WX-YZQ[\C](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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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小学将红拳纳入
体育课”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
议。在宁波，也有不少学校如四
眼碶小学、五乡镇中心小学等将
武术引进校园，用自编的武术操
代替广播体操，深受学生欢迎。

4月9日《现代金报》

小学生，不分男女，每天在
课间操和体育课上，伴随着铿锵
有力的背景音乐，一个个扎马
步、蹲腿、练拳、劈掌，一招一式，
颇有范。这是我在甬上新闻视
频中看到的，比从纸媒上获得的
印象更直观，也更受触动。

法制进校园，戏曲进校园，我
都赞成，同样，武术进校园，我也
举双手赞成。也许在一些比较传
统的家长看来，让小学生练习武
术，有点不伦不类，担心孩子会沾
染上江湖习气，影响学习。

其实大可不必。“一小学将
红拳纳入体育课”之所以冲上热
搜，原因有多方面。武术因为它
的刚劲有力、富有个性，能极大
地激发出学生的热情和兴趣。
再就是武术作为传统文化的一
部分，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让
学生通过练拳感知并传承中华

文化除暴安良的传统，不失为一
种传统文化的教育。

不仅如此。读过金庸武侠
小说的人都知道，学武贵在坚
持，持之以恒，除了有良好的身
体素质，还必须具有坚强的意
志，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侠义心
肠和担当精神，而这些，恰恰是
当今中小学生最欠缺的。

前不久，媒体都在讨论男孩
子缺少阳刚气带来的一系列问
题。而大凡这样缺少阳刚气的
男孩子，往往不具备坚忍不拔的
意志和持之以恒、不折不饶、越
挫越勇的精气神。故此，我主张
培养小学生的尚武精神，在专业
老师指导下，每天在课间和体育
课上练习武术操，直至能熟练地
掌握一套拳法，这不仅能起到强
身健体的作用，更能培养他们的
阳刚之气以及应付繁重学业所
必须的坚强意志和顽强品格。

当然，武侠文化精华糟粕共
存，指导老师必须时刻教育学生
正确认识学武的意义，要讲武
德，切不可将学武当做攻击别
人、违反公序良俗的手段，否则
就完全违背了武术进校园的良
好初衷。

热点追评

让学生学几招
“三脚猫功夫”又何妨
王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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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健康公约”值得大力推广
叶金福

昨日上午，宁波市第33个爱
卫月现场活动暨《宁波市民健康公
约》发布仪式在镇海区举行。我市
首次发布“健康公约甬十条”，倡议
全体市民将疫情防控期间形成的
好做法、好习惯长期坚持下去，践
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
树立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
念，健康宁波共建共享。

4月11日《宁波晚报》

据报道，《宁波市民健康公
约》由市爱卫办和市健康办牵头
起草，共有十个方面的内容，简称

“健康公约甬十条”，具体内容如
下：科学防护戴口罩，咳嗽喷嚏掩
口鼻，清洁环境常通风，早晚刷牙
勤洗手，戒烟限酒爱运动，控油减
盐少食糖，公筷公勺拒野味，垃圾
分类重环保，定期体检打疫苗，平
和心态常欢笑。可以说，宁波的

“卫生健康公约”不但涵盖面广，
而且非常细化。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人
们越来越重视个人卫生健康安全，
尤其是“戴口罩、常通风、用公筷、
打疫苗”成为广大市民防疫的“四
大法宝”。正是广大市民对个人卫
生健康安全的高度重视，养成了良
好的个人卫生健康习惯，才能取得
这场疫情的阶段性胜利。

但笔者以为，良好的个人卫
生健康习惯不能仅仅停留在“防
疫时期”，而应成为“后疫情时期”

的一个“延续”。就拿“出门戴口
罩”来说吧！在这次疫情期间，

“戴口罩”成了人们外出必不可少
的一个“标配”，不但可以防止病
毒的传播、扩散和蔓延，而且也能
有效预防人与人之间的交叉感
染。可以说，疫情期间养成“出门
戴口罩”的良好习惯，让很多人感
受到了卫生健康的重要性。

然而，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
许多人的个人卫生健康习惯却往
往是随“疫”而变的。一旦疫情形
势开始“向好”，有的人就立马“原
形毕露”，一些不良的个人卫生习
惯也“暴露无遗”了，不是随地吐
痰，就是随手乱扔垃圾。殊不知，
这些不良的个人卫生习惯，轻则
危害个人身体健康，重则还会威
胁公共卫生安全。

此次，宁波首次发布“健康公
约甬十条”，无疑是十分及时的，
也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是在倡
导一种文明、卫生、健康的良好习
惯，更是着眼于广大市民的健康
素养水平的持续提升，确保广大
市民的卫生健康安全。因此，笔
者以为，宁波的“健康公约甬十
条”值得点赞，更值得各地借鉴和
大力推广。

希望各地多多借鉴和学习宁
波市制定出台“健康公约甬十条”
的好做法，让良好的个人卫生健
康习惯永远与我们相伴，一起乐
享健康、乐享文明。

纾解排队看病痛点
不妨让“医后付”常态化
郭元鹏

走进宁波市中医院，挂号窗
口对面的那排自助机特别显眼。
这家医院积极响应主管部门提出
的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最多跑一
次”改革，在“支付更便捷”上大胆
尝试创新，通过重塑和优化传统
就医流程，改变窗口排队付费模
式，推出了医生诊间结算、自助机
自助结算、床边结算、移动支付、
刷脸结算以及先看病后付费的

“医后付”等多种支付渠道和方
式，有效解决了排队时间过长和
结算不便的痛点。

4月12日《宁波晚报》

手机上挂号、付费，踩着点看
医生，通过“云医院”“云诊室”同
医生交流……自2011年宁波启动
智慧健康保障体系建设以来，越
来越多的宁波人体验到智慧医疗
带来的便利。数字化服务打破

“数据孤岛”，正在悄然重塑就医
新路径，带来医疗新体验，这些都
是“医改为民”的亮点。

医改方式很多，而最引起笔
者注意的就是“支付方式”改革
了，通过“多样性的支付方式”，节
约了患者的时间，让“排队看病”
的“等你等到我心痛”现象得以纾
解。这其中更大的亮点就是“医
后付”，所谓的“医后付”就是我们
说的“先看病后付费”。在宁波的
很多医院，都给了患者“支付方
式”的选择权，你可以选择“医前

付款”也可以选择“医后付款”，就
是说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节省
时间怎么来。

以往的时候，患者到医院看
病，都是“医前付款”。无论是让
医生观察还是让医生检查，无论
是做仪器分析还是做各种手术，
无论是药房取药还是护士挂水，
只要没有特殊的情况，都必须是

“医前付款”，患者必须持有“缴费
清单”，医生才给看病，护士才给
挂水。

当然，后来在国家推行之下，
也有了“先看病后付费”的模式。
但是，这种“先看病后付费”的模
式是针对特殊情况的。而宁波市
区的公立医院则推行的“医后付”
是一种患者的“自我选择”，主要
目的是纾解“看病排队”的痛点。
我们到医院看病，尤其是到大医
院看病，往往需要按照顺序排队，

“排上号”还要“交上费”，拿着单
子医生才给看病，护士才给挂
水。这其中很可能就会耽误了时
间。而有的儿童患者，老年患者
还容易因为“繁琐的程序 ”忍受
不了病痛。有了“医后付”的选
择，就能“先看病再说”了。

“医后付”，实际上就是医者
仁心的体现，这需要患者和医生，
患者和医院之间的互信。“医后
付”，是纾解排队看病痛点的“止
疼片”，这样的“止疼片”值得各地
都“吃一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