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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布的《中国中小学校
医室现状调查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现阶段有59.6%
的中小学校未设置校医室或保健室，各地整体健康
教育开展情况不充分，缺乏专业的健康教育资料，青
海、山东、河北、陕西几省的校医室工作人员医学专
业背景比例不足20%。面对学校医务室建设缺失，校
医室工作人员专业素质不过关等情况，中小学生的
健康谁来保障？（2月17日《工人日报》）

中小学校为何难见“校医室”？一方面是缺乏校
医。没有编制，医生不愿意来，或是学校给出的条件
不高，难以招到校医；另一方面是缺乏资金和场地。
建合格的校医室，对于一些学校来说是沉重的负担。
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六成中小学校未设“校医室”也
是教育欠账。

中小学校是学生学习、生活聚集的主要场所，容
易发生群体性传染病和意外突发状况。学校建“校医

室”，有校医在岗，可以很大程度保障师生卫生安全，
换言之，中小学校的“校医室”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场
所。如何让“校医室”在中小学校普及？这首先需要依
照规定给中小学校配齐校医，并建好“校医室”；其
次，对校医和“校医室”要有严格的考核制度，这包括
对校医的工作考核，还包括对学校的管理考核；再
次，需要畅通校医“职称”通道，保障他们的待遇，以
此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当下，近六成中小学校未设“校医室”，显然不是
学校不想设立，学校的老师显然也是知道校医的重
要性，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本来第一时间让校医参
与，现在却是需要老师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送医院
或是叫家长，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没有校医，学校也
会显得被动，甚至失去了最好的施救时机。说实在
的，对于教育，“欠账”不少，其中就包括“校医室”，这
需要尽快完善相关制度，保证资金，配备“校医室”，
让“校医室”在学校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王军荣

近年来，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建议，将党
政领导干部等公务员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的情
况纳入干部年终考核。近日，这一建议收到中央
有关部门答复。未来领导干部考核中对公共场
所禁烟情况的参考有望加强。（2 月 17 日《南方
都市报》）

把领导干部等公务员“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的
情况”纳入干部年终考核，凸显“建议”提出者及其
背后所代表的人民对公务员的“德”的期待，即希望
以“考核”杠杆撬动“禁令”落实。当然，这又从侧面
说明一个问题，仍有不少公务员没有做到在公共场
所带头禁烟的示范作用。这也是“在公共场所禁烟

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引起了多位全国人大代表的
关注，并被作为一条“建议”提了出来。

事实上，全国人大代表的这条“建议”，也是
在督促有关部门落实中办、国办 2013 年底印发的

《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
通知》。这份《通知》对公务员带头在公共场所禁
烟提出了明确要求，但是，宏观政策需要配套“微
观规则”才能落地。显然，公务员带头禁烟的“禁
令”仅有号召性的“宏观要求”，没有惩罚性制度
载体，不执行“禁令”没有不良后果，“禁令”就没
有威力。

据悉，中央组织部将认真总结近年来各地各部
门对干部德的考核考察经验做法，在研究制定《党

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和修订《党政领导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工作中吸收借鉴。一旦“两条
例”把公务员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写进去并生效，
届时，公务员是否“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将直接影
响其的道德品质评价，进而影响对其的提拔任用，
就没有谁敢小看它了。而这个问题也将发生根本性
好转。

当下，公务员尤其领导干部，其一言一行往往
会引起他人的模仿。因此，领导干部不坚决执行“带
头在公共场所禁烟”的“禁令”，不仅“禁令”执行本
身会打折扣，而且，在公共场所抽烟会被视为一种

“特权”，这也是对公务员形象的一种损害。因此，是
时候把“禁令”落实了。 王甄言

别把“买卖明星信息”
当成娱乐新闻

2月15日，德云社发布声明称，旗下
多位艺人的住址、行程等信息被多次泄
露、传播及售卖，严重侵犯了艺人的隐私
权，将针对上述侵权行为，委托律师依法
维权。记者调查发现，声明发布后，仍有
人公开出售岳云鹏、张云雷等德云社艺
人个人信息，无论是身份证号码还是家
庭住址、航班信息，均可提供，只需100
元就能获得一名艺人的“打包信息”。（2
月17日《北京青年报》）

德云社维权声明在网上引发大量关
注。而同时，“买卖明星个人信息”的报
道，也出在了很多媒体的娱乐新闻版面
上，这种版面的安排似乎是没有问题
的，但实际上“买卖明星个人信息”不是
娱乐新闻，更应该是法制新闻。对于“买
卖明星个人信息”切莫只当娱乐新闻来
看待。

在很多人看来，“买卖明星个人信
息”算不上是多大的事情，既然明星是公
众人物，那么就必须有“生活在别人眼睛
里”的勇气，就不能太较真，而且这是粉
丝对明星的爱。这种认知是严重错误的。
明星是公众人物不假，但明星也是普通
的公民，他们的个人信息同样受到法律
的保护。

想起这么一则新闻，一位女性喜欢
刘德华，把“追着刘德华”作为了生活的
常态，刘德华去哪儿她就去哪儿，甚至要
求“让刘德华亲吻自己”，极端的追星，导
致了极端的结果，最终这位追星的女性
用“自杀逼迫刘德华见面”。这种反常的
追星现象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买卖明星个人信息”的背后，也许
有部分明星在乐享其成。有的时候一些
明星故意泄露自己的信息，期盼自己途
经的地点、途经的机场皆是追星族，以
此来成就自己的名气。这种情况也需要
治理。

当然，更大问题在于“买卖明星个人
信息”成为常态现象。在网络上，销售明
星个人信息、行程安排太常见了，有的信
息也就几十元钱。而根据《民法总则》规
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
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
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
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
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
人信息。”因此，泄露、买卖艺人个人信息
的行为，其实已构成侵权。

对于这种乱象则需要法律严厉打
击，不能让“明星不该有隐私”成为潜规
则。 郭元鹏

“考核公务员带头禁烟”值得期待

“写字机器人”的发明，旨在为减少艺术家们
的一些重复性劳务负担。岂料却成了部分“熊孩
子”快速“完成”抄写作业的替代工具，甚至也博
得了许多家长的好感与艳羡。“写字机器人”被视
为孩子们的“减负神器”，看似直击了一些重复性
抄写的“无聊作业”痛点，但其误导和耽搁学生学
习的负面效应不可小觑。

盘点家长对“写字机器人”投赞成票的缘由，
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心疼孩子的学业负担太重，
过多抄写作业由机器人代写，可让孩子省力省时；
二是对抄写类作业本身持否定态度。十遍二十遍
的抄写作业纯属低质量、无意义的机械式作业，除
耗时费力之外，对学习并无帮助，找“写手”替代正
合“减负”心意；三是对老师批改寒假作业的方式
存疑虑。家长认为寒假作业量比较大，老师未必会
认真批改，与其让孩子认认真真写完作业也得不
到反馈，不如索性让“写手”代劳。

也许，一些老师热衷于给学生们布置那些重
复性抄写的低级作业任务，着实有其自以为是的

理由。比如笃信重复抄写就能强化学习记忆；“罚
抄”就能让孩子汲取教训，但这显然是一种认知
误区。家庭作业的要义在于“精”而并非“多”。对
于字词的规范性书写，由老师耐心正确的一次指
导和纠错，足可让孩子们记忆犹新。

家庭作业是为温习、巩固学生对课堂学习内容
的记忆与应用，其目的就是要培养孩子们自己动
手、独立思考和自主完成的书写能力与学习习惯。
尽管我们可以有多种理由诟病重复性抄写的不当
与无聊，但“写字机器人”在学生群体的悄然流行，
却未必是孩子们的学习福音，甚至有可能成为对孩
子们的误导与贻害。比如极易诱发学生的“懒惰”心
理；误导学生滋生弄虚作假的不良习惯。学习是必
须动手动脑的自主性活动，诚实、务实的学习态度
比按时“完成”家庭作业更重要。这是事关孩子们品
格完善与健康成长的大事，不可掉以轻心。

“写字机器人”并无错，关键是要恰当、正确
地使用。让孩子们的学习回归自我、回归本真，远
离“写字机器人”。 张玉胜

“校医室”不该成为中小学校的“奢望”

近日，哈尔滨市的张女士发现，读初三的
女儿用压岁钱订购了一台“写字机器人”，它不

仅可以模仿孩子的笔迹抄课文、抄生字，还能画手抄
报，女儿的语文作业就是机器人帮着写的。她一怒之下摔
碎了“机器人”，还骂了女儿一顿。出人意料的是，很多家长
并不反感这款“黑科技”，反而认为：“这设计多好啊！”还对
此相当羡慕：“我小时候怎么就没有那么好的东西啊！”甚
至纷纷在留言区“求链接”。（2月17日《钱江晚报》）

“写字机器人”
不是学生的

“减负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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