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患者红包存入住院费”体现高尚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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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北省民政

厅、省文明办、团省委联

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

广“时间银行”互助养老

服 务 模 式 的 意 见（试

行）》，提出要进一步推

广有河北特色的、可复

制的“时间银行”模式，调动更多社会力量

参与养老志愿服务和社区治理，不断提高

老年人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全力营

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社会风尚。（3

月17日《人民日报》）

根据相关预测，到 2027 年，我国 65 周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4%，而养老服

务普遍的现状是老人多，服务人员少，尤其

是失能老人的照料护理，成为非常急迫的

问题。“时间银行”作为一种互助养老新模

式，为解决护理人员的紧缺，提供了新的思

路和途径，大大缓解了专业养老护理员队

伍不足的矛盾。

随着社区居家养老成为养老服务的主

要模式，队伍的扩充和稳定是提供有效服务

最根本的问题。“时间银行”通过“低龄存时

间，高龄取服务”的形式，调动全社会的积极

性，让全社会都参与到养老服务中来。显

然，每个人都会有老的一天，迟早都会面临

一个养老的问题，“年轻存时间，年老享服

务”让人们早早地为自己“储蓄”高龄时所需

要享受的服务，这种切身利益的挂钩，无疑

让更多的人自愿投身到养老服务中来，也有

利于营造全社会尊老爱老的良好风气。

“低龄存时间，高龄取服务”其实不只是

一种“低龄”与“高龄”之间的服务关系。“低

龄”得到的不仅是存入“时间银行”里的“时

间”，还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享受服务社会、

关爱他人的愉悦，实现互助养老、爱心循

环。尤其于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的过

程，也是互相之间交流沟通的过程，当“常回

家看看”成为不少老人的奢求，服务高龄老

人也可解除自己晚年生活的孤独和寂寞。

在目前不少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

下，应对老龄化，还需要创建更多的养老模

式，动员和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和投入，“低

龄存时间，高龄取服务”这种志愿服务模

式，应该进一步推广。

“低龄存时间，高龄取服务”应该推广
■ 钱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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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别人比，好好做自己

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源于我们盲

目地和别人攀比，而忘了正视自己的生

活。谁的人生，都不是完美的，每个人也

各有各的快乐与烦恼。也许你以为的平

淡无奇，正是别人向往已久而不可得的

美好。把握自己的节奏踏实前行，相信

所有美好定会不期而遇。 @人民日报

面对消费者给出的差评，苏州一商户

投诉平台要求删除不成，转而状告平台涉

嫌侵犯其名誉权；广州一商户则发布声明

反击，还披露消费者信息，被消费者投诉

后，反诉消费者侵权。近日，这两家商户都

被法院判决败诉。（3月17日《工人日报》）

面对消费者的差评，一个是告“纵容”

的平台，另一个则干脆自己下场，以公开对

方隐私信息的方式报复。败诉的结果，彰

显出法院保护“差评权”的态度，而这也是

网络信用的基础所在。

从互联网精神的角度说，公开经营的

市场主体或产品，不存在隐私权的概念，

应当接受公众监督，即消费者有权在网上

发表看法。作为平台方，当然也有拒绝删

除的权利。譬如，在现实中，很多人消费

前都要先看评价，再根据分数选择是否去

消费，客观上会让消费者少花冤枉钱，也

让那些更具竞争力的商家和产品能够脱

颖而出。

一句话，网络评价减少了消费者的选

择成本，有助于资源向更优质的商家倾

斜。如果“差评权”被剥夺，短期看会让不

良商家有恃无恐，长期则不利于公平交易

的达成。

然而，并非所有的评价都是真实客观

的，现实中确实存在着大量恶意差评，甚

至还有专门以有偿删除差评牟利的产业

链。可见，“差评权”必须被保护，但如果

离开诚信原则，便很难体现其应有的价

值。追求“零差评”没错，但不能跑偏。因

此，对于新入驻平台的商家而言，在没有

达到一定评价数量之前，不宜直接以打分

方式展现；另一方面，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差评也应有依据，譬如评价饭菜质量差

时，起码应提供消费证据，否则差评就成

了可以信口开河而不用负任何责任的行

为，商家可能蒙受不白之冤；最后，平台应

当担负起管理责任，不仅要进行了解核

实，允许商家辩解，也要通过实名制等方

式避免频繁恶意差评、诽谤诋毁等行为出

现，引起其他消费者误解。

权利与义务永远相辅相成。商家要

容忍“并不友好”的真实评价，另一方面，对

于明显失实或故意诋毁歪曲的差评，平台

方也要负起责任来，这不仅是公平公正的

要求，也是对网络信用的维护，更关系到自

身存在的安危。

近日，河南濮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5

名医生收到了患者送的红包，为了不让

患者多想，5 名医生收下了红包，但随后

都把钱存入了患者的住院费里。（3月17

日《澎湃新闻》）

近年来，由于“看病难”的缘故，在我

们的现实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或

家属为了能尽早“住进院”“看上病”，往

往走“红包路线”，即偷偷给医生“塞”红

包。据了解，红包的数额往往少则三五

千，多则上万，甚至几万元之多。

其实，医生收受病人或家属的红包

在十几年前就“盛行”了，少数医生不见

“红包”不看病，无形中助长了患者或家

属“塞红包”的歪风。

众所周知，医生收受患者或家属红

包，这不仅有悖于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

道德，而且也败坏了社会风气。近些年，

随着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和管理办法，

医生收受红包现象已大有改观，但仍有

极少数医德低劣的医生不知收敛。在一

些大医院里，患者要想及时“住进院”“看

上病”，就必须走“红包路线”。于是，患

者或家属只得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托关

系、找熟人，给医生“塞”红包。

医生收受或索要红包，无疑是将

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抛诸脑后，如此

不配医生的神圣职责，不配穿那身“白

大褂”。

此次河南濮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 5

名医生把患者家属“塞”的红包，转而存

入患者住院费的做法，无疑是其高尚医

德的一种体现，不仅彰显了医者“救死扶

伤”的天职，而且也拉近了医患之间的距

离。同时，这也在无形之中维护了整个

医生队伍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把患

者红包存入住院费”之举，是一种正能量

的传递和放大，令人钦佩，值得点赞。

能扛事儿，就是了不起的才华

遇事别着急，绵绵用力才能久久

为功。要相信，困难能成为绊脚石，

也能成为垫脚石。无论遭遇什么，都

别灰心丧气，乐观地面对它、积极地

解决它，才能最终突破困境，成就更

好的自己。总有一天，那些受伤的地

方会长出强壮的翅膀，带你飞向你想

去的地方。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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