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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教室装空调成为标配

整治“医托”不能走走停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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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中药

餐饮持续升温，从中药面

包到中药冰淇淋，从中药

咖啡到中药甜品，各种中

药食品层出不穷。据《Z世

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18 岁至 35 岁的

年轻群体已成为养生消费的主力军，占比高

达83.7%，“药食同源+滋补类食品”成为新生

代消费首选。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中药

食品的粉丝后，也有不少网友提出疑惑：中药

融入餐饮，是否真的跟宣传的那样好，吃了更

养生、更健康？（9月6日《法治日报》）

中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确实在

调理身体和预防疾病方面有其独到之处。但

是，将中药成分添加到食品中，是否真的能达

到养生的效果？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事实上，不少消费者反映，这些所谓的中药食

品，其中的中药含量往往微乎其微，与其大肆

宣传的养生功效大相径庭。更有甚者，部分

产品只是借中药之名，行高价销售之实。

中医讲究药物的相生相克，药材的配伍

需要精心调配才能发挥最佳效果。然而，这

些中药食品在研发过程中是否经过了科学的

配伍和严格的实验验证？不得而知。如果只

是为了追求新奇和时尚而随意添加中药成

分，这种做法不仅达不到预期的养生效果，甚

至可能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潜在威胁。

再者，这些中药食品价格普遍偏高，很大

程度上是受到了“中药”这一标签的加持。商

家利用消费者对中药养生的迷信心理，故意

抬高价格，以此牟取暴利。

对此，消费者必须保持理性，不要被商家

的夸大宣传所迷惑。在选择中药食品时，要

仔细辨别产品的真实成分和养生价值，避免

被高价低质的商品所欺骗。

与此同时，商家在推出中药食品时，更应

秉持诚信经营的原则，确保所添加的中药成

分能够真正发挥作用。而不是仅仅依赖营销

噱头来吸引消费者，更不能因为添加了中药

成分就肆意抬高价格。

此外，监管部门也应加强对中药食品市

场的监管力度。对于虚假宣传和价格欺诈等

行为，必须予以严厉打击，保护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同时，还应加强对中药食品的研发和

生产过程的监督，确保其科学性和安全性。

只有政府、商家和消费者共同努力，才能营造

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

余明辉

去医院看病，被“老乡”拉去不知名

的中医馆；价值百元左右的药品，售价

竟数千元；声称是大医院老中医在外坐

诊，实则是非正规医师……为何大医院

里频现“医托”？（9月7日《工人日报》）

尽管“医托”饱受社会公众诟病，

相关职能部门也采取一系列治理措

施，但现实生活中，“医托”还是不绝于

耳，不少患者都有过被“医托”骗的经

历。近日，有博主以视频的方式曝光，

一“医托”在贵州省人民医院附近拦截

患者，将患者带至附近一诊所问诊，诊

所将价值百余元的药物以2980元的价

格售给患者；近期，上海市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就一起涉及1800余名受害者的

“医托”团伙诈骗案进行审判，审查发

现，该团伙以挂靠中医诊所形式与多

家有正规行医资质的诊所联合作案。

此外，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网络“医

托”，他们在患者网上问诊时，伪装成

热心“客服”，诱导患者进入骗局。

对此不法行为，首先要进一步健

全防范制度和举报机制。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要从保障医疗秩序的正常运

转大局出发，推动医院建立健全“医

托”防范制度和举报机制，加强与公安

机关、司法部门的协作，必要时发挥示

范案例的作用。医院除在候诊区、诊

室等处张贴宣传海报，播放宣传视频，

邀请公安机关或医护人员为患者提供

防范鉴别“医托”的公益知识培训外，

还要建立举报机制，鼓励患者和家属

发现“医托”行为及时向医院举报，并

对举报和处理流程进行保密。

尤其是，在治理打击“医托”时，不

能走走停停。今年 5 月，国家卫健委

等 14 部门发布《2024 年纠正医药购销

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

的通知》，提出要严厉打击非法回收药

品、“医托”、“号贩子”等违法违规行

为。为加大打击整治“医托”力度，一

些地方通过采取“联防共治”措施，辖

区公安机关、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

三方共同防范，打击“医托”行为。总

之，只要久久为功，“医托”就不可能成

为“打不死的小强”。 贺成

心烦的时候，想想这三句话
1.你的时间很贵，别轻易浪费。把大量的时间

花费在生别人的气上，是对自己的浪费。所以，聪明

如你，别让情绪控制了你。没有什么事，比你开心和

健康更重要。2. 无论发生什么，太阳都照常会升

起。不管今天发生了什么，明天太阳一定会照常升

起。跟自己说一句：“没关系，我明天一定能做得更

好！”3.慢慢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请相信，所有

的事与愿违，或许都是惊喜的铺垫；所有的坚持不

懈，终将得到岁月的奖赏。以后的日子，希望你能学

着开导自己、劝慰自己，少生气，少纠结，从容坦然地

过好属于自己的每一天。 @人民日报

养生到最后，一定是极简的
医学教授李军红在《简养》中写过一段话：“养生

其实并不复杂，也不需要太多的技巧。通过简单的

饮食、运动与休息，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就可以调

理身体、保持健康。”现实中，很多人为了养生，尝试

过五花八门的方法，也买过琳琅满目的保健品。结

果往往耗费了大量时间与金钱，却没有太多成效。

其实最好的养生，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为自己

减负。正如作家沙平所言：简单者寿。学会对生活

删繁就简，保持简单、松弛心态，就是最有效最实用

的养生之道。 @洞见

近日，南方多省市遭遇高温天气，部分地

区温度高达 43℃，湖南常德、安徽、江西南

昌、四川、重庆等多地城市中小学紧急停课或

延迟开学，一些如期开学的学校，由于教室没

有安装空调，还将冰块摆放在教室降温。“持

续高温之下，孩子们何时才能用上空调？”“中

小学教室该不该装空调”等话题引发热议。

（9月7日 极目新闻）

眼下，“战高温”成为一些地方中小学生

面临的“开学第一课”。学校为何不安装空

调？校方普遍的答复是，上面没要求一定要

装空调；学校未配备能安装空调的线路，或者

电压容量不够；资金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家长

的意见不统一。还有人认为“不该装”，原因

是“小时候都是这样过来的”“让小孩子吃点

苦是好事”。

尽管这些理由很充分，但教室装空调一

直是家长们的热切期盼。不少家长指出，在

高温闷热的环境下，学生很容易出现头晕、

呕吐等中暑症状，不利于身体健康。在教室

里安装空调，有利于他们在清凉舒适的环境

中安心学习，不至于被难以忍受的暑热分散

精力。

家长的关注也是孩子们的愿望！教室装

空调，这个应该有，原因很简单。常言道，“再

苦不能苦孩子”。如今，空调已进入寻常百姓

家，学校怎能因为有困难，就让孩子饱受高温

之苦。诚然，有的学校教室配有电风扇，但噪

音大，降温效果也不明显。在舒适的环境里，

不仅可以减少中暑的可能性，而且更有利于

提高孩子们的学习效率，学校何乐而不为？

事实上，给教室装空调并非难事。如今，一些

地方把“空调普及进教室”当成一件民生工程

来抓，得到了社会的好评。比如，2023 年，江

苏南京市雨花台区给全区 45 所中小学全部

装上空调。

破解空调进教室难题，学校一己之力可

能较难解决，但只要各级政府重视，相关部门

给力，多方拧成一股绳，办好这桩教室装空调

“小事”就并非难事。

涉及孩子利益的事情桩桩都是大事。

给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是全社会的

责任。期待更多的地方行动起来，让教室

装空调成为标配，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学

习环境。 栗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