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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一开学，南京一所名校读小学二年级的小
安就开始了在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密集的课程，他
的父母虽是分别毕业于国内 985 与 211 大学的硕
士，但为了让孩子受到“专业”的培训，还是坚定地
给小安报了班。不辞辛苦培训、不惜人力陪读、不
惜成本择校……专家认为，当下的教育焦虑固然
来自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但家长严重焦虑和
畸形攀比的“心魔”背后确有利益推手。

最近几年，“教育焦虑”四处蔓延。学区房等同
于优质教育资源，买了学区房就锁定了孩子的美好
未来；邻居家的小孩报了三个课外辅导班，那我的小
孩也要报三个，一个都不能少……诸如此类的教育
焦虑心理和盲目跟风现象，可谓屡见不鲜。

诚然，“教育焦虑”情绪滋生蔓延的原因有许

多。一方面，一些家长对教育规律的认知不足、理
解不透，容易陷入盲目的攀比之中。另一方面，一
些不良商家受利益驱使，抛开了应有的社会公德，
不断利用学区房、培训班等各种噱头，制造、鼓吹
不良情绪，增加了社会的焦虑。此外，受各地经济
社会发展现状制约，教育资源不够均衡等问题，也
是全民产生焦虑的根源之一。

在“凡事要趁早”、“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的教育环境中，教育被异化成一种速度的比拼、时
间的消耗。缓解这种已然存在的“教育焦虑”，需
要各方齐心协力，共同配制一剂猛药。

政府有关管理部门要从历史的高度出发，
想方设法加强对教育资源欠发达区域的人力、
物力投入和政策倾斜，力求实现教育平等。同

时，社会各类媒介要宣传报道正常的成长成才
案例，引导民众自身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切忌盲
目跟风；保持媒介应有的行业操守，不参与甚至
主动抵制商家的肆意炒作，还社会一个风清气
正的氛围。

最为重要的是，作为父母要更加深刻地认识
到，孩子的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与其焦躁
地奔波于各类培训班，还不如静下心来，用爱心、
耐心陪伴孩子，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教育是慢的艺术，需要一个静待花开的过
程。缓解“教育焦虑”绝非一日之功，需要各方久
久为之。只有教育主管部门、社会媒介、学校、家
长齐心协力，才可能缓解和破除被种种焦虑裹挟
的现实教育困境。

缓解“教育焦虑”亟需一剂猛药
沈 林

日常生活中，在一些居民区的房屋拐
角处或巷口，人们时常看到一些诸如“在此
倒垃圾是 xxx”、“乱倒垃圾 xxxx”之类的诅
咒性提示语，不仅让人看起来感觉很不舒
服，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市的文
明形象。

其实，大家都渴望能拥有一个更加干净、
整洁、和谐、文明的生活环境，同时，我们也希
望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自觉地恪守社会公
德。毫无疑问，面对乱倒垃圾等有失公德的
不良行为，难免让人感到气愤，然而，面对不
文明行为，要靠文明的手段来实现，如果只是
一味地“以毒攻毒”采用诅咒性的手段，这种
行为看似在与不文明行为“战斗”，其实本身
就是传递着另一种不文明。

期待社会文明，不能靠几句“狠话”就

幻想能一劳永逸。文明行为的养成，需要
相关部门的宣传教育、公民的自律等，这种

“以毒攻毒”式的咒骂虽然可能暂时有点效
果，却往往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负面效应，
让更多的人甚至孩子越来越不文明。因
此，我们倡导文明的同时，如此“以毒攻毒”
行为不可取。

文明习惯的养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试想，如果辖区办事
处在向居民宣传文明的同时，合理设置垃
圾箱，按时清理，让居民们干干净净地生
活，相信这两种不文明现象都不会发生。
因此，我们在谴责不文明行为时，应从自己
做起，做文明人，办文明事，用自身的文明
来传递社会文明，用我们的努力让社会更
加和谐温暖。

劝人文明不能“以毒攻毒”
鲁庸兴

在2017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
达）国际论坛上，针对能源多元化等
话题的探讨十分热烈。与会者认
为，现在造电动汽车如果没有补贴，
没有限行政策，新能源车跟燃油车
的竞争能力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
上。希望有一天能甩掉拐棍丢掉奶
瓶，新能源汽车才能真正与燃油车
竞争。

近年来，为了响应建设节约型
社会、生态和谐社会的政策，各地都
在积极推广新能源汽车。有关部门
出台了不少的优惠政策，比如购买
电动汽车给予补贴、减免税负等。

符合环保理念的新能源车的确
值得花大力气来推广，在发展初期
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也无可
厚非。我国对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
力度是空前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少
企业生产纯电动客车都可以赚钱，
但正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出现了
一些“骗补行为”。与高额政策补贴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能源汽车在
续航里程、充电配套、购车成本等方
面的表现不能让人满意。这明显不
符合优胜劣汰的发展规律，也有悖
政策的初衷。

放眼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
中国市场产销规模之大毋庸置
疑。不过规模大并不意味着竞争
能力强，新能源汽车要想被广大
消费者接受，就不能对补贴政策
产生依赖，不能躺在补贴资金里
睡大觉，要想存活下去，就要靠自
己去创新。我国自主研发的新能
源汽车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仍有
差距，技术基础薄弱、原始创新能
力低、核心技术欠缺、品牌影响力
不足。迫切需要新能源汽车企业
抓住目前政策强力助推下打造出
的市场环境，逐步摆脱政策依赖，与
用户需求和市场需求对接，不断改
进技术提升主流产品的质量，早日
实现自我良性循环。在补贴政策

“断奶”后，保持发展的动力。

新能源汽车“断奶”

要过几道坎
丁恒情

记者获悉，福建省将逐步推进医药分
开。医疗机构要按药品通用名开具处方，并
主动向患者提供处方。门诊患者可自主选择
在医疗机构或零售药店购药，医疗机构不得
限制门诊患者凭处方到零售药店购药，严禁
医师介绍患者到指定药店购买药品。

笔者认为，实行医药分开，前提是取消医
院药品收入提成，否则，医药分开就是一句空
话。福建近日出台的《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
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实施意见》很好，如果能
够一一落实，对于防范和遏制医药购销领域
的商业贿赂，缓解群众看病贵，提高群众就医
水平，具有积极的重要意义。

医药分开已经喊了很多年，但一直雷声大
雨点小，未见什么实际动作。不少医院和医生
为了自身利益，对门诊药房的药品进行了内部
编号，医生开处方，只写编号，除了医院内部工
作人员清楚知道这些号码所代表的处方药品
名外，药店、患者根本无法得知。即使患者拿
到外面药店，也没有用，无法买到处方上的

药。实际上，这是医院变相强制患者在医院内
设的门诊药房购买，为药房创收，为医院创收，
为医生创收。有的医生所开处方药只能在指
定药店买到，指定药店通过药品加价，给医院
和医师输送利益，实现“互利双赢”。这也是一
种变相强制，后果是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

因此，实行医药分开，降低药价，减轻群
众看病负担，必须禁止医院自己经营药品，严
禁医生违背行医宗旨和医德良心，无视病情
需要，片面追求药品利润，增加患者经济负
担。当然，也要规范医药代表的行为，禁止医
药代表以巨额提成为诱惑，向医院和医生推
销新药、特药、贵药。

审计部门要加强对医院收入的审计监督，
严格审查药品收入在医院总收入中所占比例
是否在合理范围。实行医药分开后，医院只能
向患者收取医疗费用，包括挂号费、专家门诊
费、检查费、治疗费、护理费等。因为检查、手
术、治疗过程中必用的药品，可由医院按一般
零售价代购，不得加收提成，不计收入。

医药分开的前提是取消医院药品提成
刘运喜

“如果离婚，小孩子的抚养权会判给谁？”面
对当事人的咨询，四川崇州市法院的机器人“小
崇”在与当事人进行几轮问答后，很快就给出
了一份“孩子抚养权评估结果”。它的答案，与
法官判决基本一致。有媒体调查显示，全国至
少已经有半数以上省份的法院引入了人工智
能，它们正逐渐参与法官办案的流程。

提高案件解决的效率，可以说是机器人
进军法律审判领域的直接动因。比如，江苏
苏州法院的“智能平台”应用 5 分钟就可以生
成一份法律文书，给法官判案提供有效的参
考。效率有了保障，公平断案对“铁面无私”
的机器人来说也不在话下。在现实案件审理
中，往往会出现“类案不同判”的问题，而机器

人不受主观情感影响，只是依据相关法律条
文，更能做到“一视同仁”。同时，人工智能审
判系统还可以根据大数据对判决过的案件进
行综合分析，进而对相关案件给出最接近法
律条文的判决建议，防止人工疏忽导致的冤
假错案。

那么，机器人能不能成为合格的法官呢？
现在说还为时尚早，或者说法官并没有那么好
做。正如很多著名的法官多是上了一定年纪、
有一定阅历的人，他们不仅读万卷书，还积累
了足够多的知识和经验，以便去判断那些随时
出现的未知事物。再者，司法办案不仅仅是一
个相关法律条文积累、筛选的过程，还需要法
官大量的说理和逻辑来推动审判。

机器人法官断案，你放心吗？
刘 琛

一座城市因有了文明做底色，才映衬出色彩斑斓的图景；一座城市因具有了文明气质，
才会变得与众不同、别有韵味。保护城市绿化带隔离带，是市民文明素质的体现，也是城市
管理水平的体现，更是一个城市文化素质的体现。 ——网友“徐栋”

网友留言

中学生运动会记录“沉睡”40年无人破、高中班里
引体向上少有人达标、体育课长跑改短跑……记者在
多地调查发现，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中小学生
身高、体重等身体指标均有不同程度提升，但体质下滑
引发“好日子养出弱孩子”的担忧，被广泛关注。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家庭教育是加强孩子文明礼仪教育的基础。对孩子加强文明礼仪教育需一个长期复
杂的过程。因此，应该把学校的教育和家庭教育联合起来，形成教育合力，才能更有效地加
强孩子文明礼仪教育。 ——网友“汝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