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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市爱民路路边，匡

能勇和妻子向尾佳跪在地

上，对着熙攘的行人一口一

口地吃草。两个人身边立

着的那张白纸糊的纸壳板

上写出了二人吃草的原因

——为患白血病的儿子筹钱治病。选择

表演“吃草”是夫妻二人商量出来的，本想

借此筹些钱的他们，却怎么也没想到，钱

没有筹来，反而成了“名人”。（11月10日
《北京青年报》）

感同身受，确实能够体谅这对夫妻的

“良苦用心”与“被逼无奈”。试想，若不

是被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任谁也不会

在光天化日之下、路人如织的大街上，进

行“吃草表演”。据悉，匡能勇在医生的建

议下为儿子做了半相合骨髓移植，这些治

疗花费了将近70万元。这对一个普通的

家庭而言，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是，他们的“求助”行为也招致了旁

人的质疑。从实质上而言，“吃草救子”是

变味儿的“比惨表演”，即便这对夫妻的初

衷并不是如此。同时，“比惨表演”虽不值

得称道，但是让这个家庭得到精准及时救

助也是应当的。面对事实真相，一方面需

要相关部门及时介入，最起码的当地政府

相关机构不能不问，相关的救助机制应即

时跟进，最大程度地对其给予帮助。

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爱心人士，以及

公益机构等慷慨解囊，毕竟为孩子治病已

经花费了70多万元，预计后期半年内的维

持和调整还需要20到30万元，对这个家庭

而言就是雪上加霜。他们在水滴筹发起了

募捐，目前有1000多人提供捐款，已筹金额

3万多元，这远远不够。而各界人士的帮一

把就能够让这个家庭暂时渡过难关。

再者，这也警示后来者，“比惨表演”

寻求关注，并不是社会救助的“正途”。个

人求助是一项正当的权利，可以向政府、社

会组织求助。比如，可以找当地社区、居委

会、村委会寻求帮助，或向当地民政部门申

请救济；还如，按照《慈善法》的规定，个人

不可公开募捐但可以公开求助，所以公开

求助也须依法依规，而不能走极端。

求助须依法依规，更重要的是也不能

不顾自身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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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这些生活用品易着火

①电热毯：通电时间不宜

过长，一般在入睡前一小时左

右通电加热，入睡时关掉电

源；②电热水器：在洗澡前烧

热水，在洗澡时一定要先断开

电源；③电暖气：不能覆盖物

品；④电热水袋：不要在通电

状态下使用；⑤空气清新剂、

发胶、指甲油、香水：避热储

存。 @人民日报

不同房间的“专属植物”

想要为家里添加一抹绿，

美国《预防》杂志给出了建议：

①厨房：吊篮、绿萝，帮忙去油

烟，净化空气；②卧室：薰衣

草，可以助眠；③书房：开花植

物和大绿叶植物，能提高创造

力；④浴室：虎尾兰，杀菌、吸

湿；⑤客厅：大丁草等开鲜艳

花朵的植物，让人心情愉悦、

开朗。 @生命时报

非 常道

88岁老人的爱情：“这辈子我最欢喜的就是她了”

这几天，一个关于“杭州88岁老人爱情故事”的视频

在网上走红。为了帮助脑中风的老伴康复，88 岁的老人

谢越成每天推着妻子王奶奶到医院门口，放邓丽君的歌

给她听。整整两年，在邓丽君歌声的陪伴下，老伴的病情

慢慢好转。有网友看完视频后留言，说觉得很暖心，自己

又相信了爱情。

11 月 8 日上午，记者见到了这对相伴 65 年的夫妻。

说起王奶奶的好，谢爷爷的脸上总是带着笑意。“这一辈

子，我最欢喜的就是她了！”谢爷爷背对着王奶奶，对记者

说了这么一句。 @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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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烧脑“双十一”，可用“三盆冷水”
▋殷建光

时事 乱炖 热点 冷评

今天，“双十一”购物狂欢正式开启。定金膨胀、跨店满

减、购物津贴等促销手段也比往年复杂，让人直呼“烧脑”玩

不转。对此，中消协提醒，务必了解规则再下单。北京市工

商局相关负责人则表示，不管是“定金”还是“订金”，商家与

平台都不能设置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11月10
日《新京报》）

商家为何推出如此“烧脑”的规则呢？当然是为了“利”

字，“双十一”是购物狂欢节，许多消费者购物往往匆匆忙忙、

风风火火，于是商家就在“火”上做文章。来点“烧脑”规则，

这是商家的“狡猾”，面对这种“烧脑狡猾”，我们必须“清脑”，

给它浇上“三盆冷水”。

第一盆冷水，消费者清脑。消费者要清醒地认识到，现在

网购竞争日益激烈，“双十一”不过是商家打造一个营销节而

已。作为消费者，最重要的是要理性消费，需要购买，不需要不

购买。提前购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为现在不是物品生

产不出来，而是物品在不断地更新换代，要相信，明天的物品肯

定比今天更美好。同时，要树立购物是购服务的意识，买谁的

商品也是买，关键是比较谁的服务好，给自己购来好心情。

第二盆冷水，监管者清脑。作为监管部门，应该把“双十一”

当做一场监管工作的重大战役，应该对商家推出的“烧脑”规则

进行认真的研究，联合法律部门，对其进行解剖和分析，你让消

费者“烧脑”，我就给你把这个“烧”字进行彻底解剖，告诉消费

者，你的“柴火”是什么，你的“温度”有多少，你的“目标”是什么。

第三盆冷水，是我们的舆论要清脑。就是面对商家的诸

多“烧脑”规则，我们要给予曝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众

的智慧是无穷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解读商家“烧脑”规则的

时候，这个“烧”字就会火苗变小、变弱。用这盆冷水让商家

的“烧脑”温度凉下来。

应对烧脑“双十一”，我们要清脑，用清醒的消费心理、清

澈的监管机制、清晰的舆论监督，给“烧脑”之“烧”三盆冷水，

让其“烧”不起来。

“门诊限号”改革，还需要看疗效
▋郭元鹏

宁波市第一医院宣布推出一系列门诊改革措施，包括

门诊限号、取消普通内科门诊等。11月9日是实施门诊改革

措施的第一天。记者在医院门诊大厅里看到，不管是挂号

窗还是取药窗，排队的患者都比以往明显减少。据统计，当

天上午门诊量3365人次，与2个月前同样为周四那天相比减

少约600人次。（11月10日《宁波晚报》）
“门诊限号”对于疾病诊断来说，意义无疑是十分积极的，

让患者看病可以更轻松，让医生看病可以减轻负担。然而，

“门诊限号”也带来了实际困扰。一些患者就说：看病的体验

确实好了，能够让医生仔仔细细看病，但是也遭遇了挂号难，

一些患者到了医院才发现“限号”了，想挂号挂不上了。

“门诊限号”是直接限制的，这就犹如西医的手术刀，每

天就这么多号源，一刀切地限制了门诊的流量。“门诊限

号”，需要吃西药，但是也需要服中药，也就是说要从根本上

解决门诊排队的深层次问题。“门诊限号”的出发点是减少

门诊量，节约医疗资源。不过，要多些服中药的“委婉”，先

要解决环境问题。

一方面来说，要引导患者理性看病。属于小病的，要尽

量养成到社区医院看病的习惯，不要感到一点不舒服，就到

大医院看病，能在社区医院解决的问题要在社区医院解决。

另一方面来说，对于慢性病患者的门诊开药，要合理地

延长“配药时间”。宁波的这家医院就做出了积极探索，原

来的时候，慢性病一次开药是“一周的药量”，如今改成了

“15 天的药量”，这样就减少了慢性病患者到门诊看病开药

的频率，也就减少了门诊量。

再一方面，要安排人员合理引导。对于前来看病却因为

限制号码，不能参与门诊的患者，要进行劝说，争取他们的理

解，依据实际情况分流到社区医院。当然，还不能武断地一刀

切。比如，有的患者虽然没有挂上门诊号，而实际上病情需要

在大医院治疗，还需要多些通融，而不是直接拒绝。

“门诊限号”改革，最终还需要看疗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