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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话语

“我是个医生不是神，只是个普通人”。伴随
着这段歌词，身后会议室里的同事们也突然转
向镜头，齐刷刷竖起了大拇指：“没错！”近日，一
段由四川省泸州市人民医院的医生自编自导的
说唱MV《我是医生不是神》在网上热传。（8 月
17日《北京青年报》）

《我是医生不是神》一夜之间爆红网络，引
发了网友们极大关注。很多网友表示 MV 不但
旋律优美动人，歌词更是打动人心，其中全部由
医生或医生家属客串的 MV 角色表演也十分到
位，因此有网友一半认真一半调侃地建议 MV
主唱医生可以C位出道了。

然而调侃归调侃，更多网友则表达了对这
首说唱 MV 背后所传递的更深层次含义的反
思，以及由此引发的“共情”。

《我是医生不是神》本质上是一种吐槽，而
且就是吐槽给患者听的。因为现实中很多患者
和家属就是把医生当做“神”来看，以为医生可
以包治百病，可以药到病除，而完全忽视了医学
的局限性，以及一些疑难杂症治疗上的有心无
力。但患者和家属眼里的“医生之神”又是一个
尴尬的存在，一旦他们治不好患者的病，或者说
没有达到患者和家属预料的结果，那么他们马
上就会把医生从“神坛”上拉下来，甚至进行某
种形式的伤害。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医生不是神》所传
递的信息就不仅仅是抱怨、是吐槽，还有希望患
者能够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客观、理性认识的
迫切呼唤。MV主要的内容就是通过医生日常的
工作、生活来表现医生工作的不容易，用一种实
话实说改善社会各界对医生群体的印象，从而
改善医患之间的关系。

不得不承认，《我是医生不是神》中所呈现
的内容，对医生和医生家属可能是家常便饭，习
以为常，但对于患者，对于公众，却可能完全是
陌生的，新鲜的。所以看了这首 MV 以后才有

“原来如此”的感受。那么“原来如此”的到底是
什么呢？就是歌词中所唱的“根本没有早班晚
班，运气不好三天回不了家吃顿晚餐。”“一到高
峰期了人满为患，没办法儿尿遁，好不容易上个
厕所，还有病人来提问”。

这样的琐碎日常，才最能打动人心，才最能
激发公众的“共情”，从而对医护人员群体多些
理解、配合与支持。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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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200余名党员干部和公
职人员，近日相继收到县纪委监委印发的关于操
办“升学宴”的提醒通知书。通知书提醒，要坚决做
到不违规操办、变相举办或参加亲属以外的“升学
宴”“谢师宴”等活动；严禁收受服务对象的礼品、
礼金和有价证券。（8月18日新华网）

又到一年开学季，临别之时，向老师道谢属该
有之意。而致谢方式，则多种多样，其中不乏花费
不菲的“升学宴”“谢师宴”。

情理上讲，学生及家长感恩谢师本无可厚非，
然而大摆“升学宴”“谢师宴”实在是弊多利少。诚
然，学生的金榜题名离不开老师用心培养，但也应
该认识到，教书育人是老师的本分，如果以“升学
宴”“谢师宴”来衡量师生关系，实在是对师德的亵
渎，更何况一宴下来几千甚至上万元，推杯换盏之
后一片狼藉，这种铺张浪费行为与建设节约型社
会、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格格不入。

同时，“升学宴”“谢师宴”也会滋生腐败。个别
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借孩子金榜题名之机，广请
天下客，利用手中权力寻租，给一些人提供了“进
贡”的机会。正因如此，不少地方纷纷出台规定或
发出通知，严禁党员干部操办“谢师宴”“升学宴”，
严禁在职教师参加“谢师宴”“升学宴”和收受学生
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等。

感恩可以有，谢师不必宴。家长和学生表达对
老师的感恩之情，不是一个单选题，而是有多种方
式。比如某中学提倡写“谢师诗”，鼓励学生、家长
为老师撰写“感恩诗歌”“感恩散文”，效果就不错。

“升学宴”“谢师宴”的负面影响多多，一方面需要
老师为人师表，引导学生和家长端正思想认识，引
领良好社会风尚；另一方面也需盯紧“关键少数”，
用严明的纪律和规矩管住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
给社会带个好头，老百姓也就会逐渐纠偏陋习，让
铺张浪费的“升学宴”“谢师宴”失去生存的土壤。

付彪

感恩可以有 谢师不必宴

最近，江西萍乡农商银行一则催款通知引发
巨大争议。8月15日，江西萍乡农商银行在其微信
公众号发布题为“大学生助学贷款逾期，后果可能
会很严重！”的催款通知。通知公布了141名助学
贷款逾期大学毕业生的姓名、学校、逾期金额、住
址等，其中逾期金额最低3.47元，最多11890.96
元。（8月17日《每日经济新闻》）

银行催收助学贷款是权利所在，大学生按合
同偿还逾期贷款也是应当履行的约定。

当然，银行做法也很简单粗暴，将逾期大学毕
业生的姓名、学校、逾期金额、住址等个人信息在
微信公众号上公开，有侵犯个人隐私权的嫌疑，手
段合法性富有争议。然而，银行此举却也立竿见
影。

大学生助学贷款清收难有其普遍性。中国银
行四川省分行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8年至2017
年 9 月，该行所办理的国家助学贷款不良率维持
在 4.12%至 8.27%之间，这个比例要高于普通小额
贷款。这并非都是大学生恶意失信，例如个案中被
公开催收的大学生，逾期余额不乏几元、上十元
的，多是还贷款不仔细，未注意还欠有零头。

如果银行采取正规手段来催收，一套流程走
下来，可能出现“追鸡杀牛”的尴尬；如果采取极端
方式，动辄将大学生发生助学贷款逾期记入其信
用记录，显然会让大学生“因小失大”。

银行拿“隐私”当成倒逼大学生遵守“信用”的
筹码，对于隐私保护与信用维护都是一种尴尬，一
方面反映出隐私权利的“廉价”，另一方面则反映
出诚信意识的缺失以及信用制约机制的欠缺。

个案值得反思是多方面的：首先，公民隐私保
护法治步伐还宜加快，兜牢公民权利底线；其次，
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价值意识还有待提升，特
别是大学生在校的诚信教育不能缺位，反而应当
加强，环节上提醒重视清偿助学贷款，防范逾期发
生，有必要纳入毕业生的“最后一课”；第三，金融
信用制约的运用应当细化，对公民不良金融贷款
信息分级评价，并建立公民个人金融信用数据库，
开放公民个人查询，强化信用的现实约束力，同时
降低信用运用的成本。 木须虫

沉迷“清华北大”光环效应 不如尊重内心
今年高考，安徽亳州第一中学8名考生成绩全都

超清华、北大录取分数线，有的学生也已获得相关录
取承诺，然而最终，这8名学生还是根据自己兴趣和未
来专业规划，报考了其他学校。（8月18日《新京报》）

在“高分考生必报清华北大”几成高考潜规则的
当下，亳州一中8名学生不约而同选择放弃清北，不无

“另类”之新。人们据此盛赞学生们不唯名校、遵从内
心的独立与理性，这其实也是让高考学子选择“心仪”
高校的本义回归。但笔者更钦佩身为8名考生母校校
长谢启平的“不以为然”。正是有了该校不慕功利、不
图虚荣、不“绑架”志愿的开明与开放，才成就了8名学
生的如愿以偿。

按理说，填报高考“志愿”是考生的权利，必须尊
重和保障当事者的自由选择权，把高考“志愿”填写建
立在本人“自愿”的基础之上。但纵观当下高考之后的
志愿填报，来自学校和家庭的“规劝”“说服”“强迫”

“绑架”等干涉考生行为屡见不鲜。曾有媒体爆料称，
某中学校长逼迫该校20多名高考分数超过660分的学
生，必须报考北京大学医学部；另一所中学的一名考
生，因拒绝按学校要求报考而遭到学校“软禁”，被轮
番“劝说”长达6小时，次日再次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做
工作”。尽管学校老师常常打着“指导”、“参考”或“参
谋”的名号，但“我的‘志愿’你做主”的不情愿，却是许
多考生挥之不去的不胜其扰。

读书学习，是一项别人无法替代的自我活动，而
“热爱”就是最好的老师。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
把教育比作“一棵树动摇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
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故此，帮助学生认
真学习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要想方设法调动孩子的读
书兴趣、激发孩子的学习热情。毕竟，“热爱”才是孩子
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内动力。

高等学府是连接学习与就业的“桥梁”时段，学
生喜欢什么、需要学些什么、走上社会干什么，“准

大学生”们已经到了未雨绸缪、早作安排的抉择时
候。缺乏兴趣学不好、专业不对路难干好，只有听从
内心呼唤、选择心仪专业，才有望学有所成、学以致
用，正如谢启平校长所言：高中生已经有了明确的
生涯规划意识，对于他们将要从事的职业有着冷静
的思考和坚定的追求。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学校骄
傲和自豪的事，恰恰证明了学校不仅教会了他们知
识、能力、素养等，还教会了他们清晰规划未来的能
力。

当然，对于“8名考生放弃北大清华”也不必作过
度解读，毕竟名校有名校的优势与魅力。常言道“山不
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尊重考生报考
志愿自主权，不仅有利于大学生在校的快乐学习和有
趣深造，也有助其走向社会的学以致用和建功立业。
不“绑架”学生志愿，引导考生“只选对的、不选贵（名）
的”，理当成为高考填报志愿的常态。

张玉胜

竟有此事

催收助学贷款，要注意厘清法律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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