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推动陪诊行业良性发
展，提升服务水平，9日下午，
南通市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
组织举办首届“南通市陪诊
行业标准制定研讨会”。

（4月10日本报2版）

有人曾经给“孤独感”分
级，名列榜首的就是“一个人
去医院”。在此背景下，一对
一的陪诊师直接对接患者需
求，可大大节省看病时间、改
善就医体验。特别是对于空
巢老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
体，陪诊服务在帮其减少跑
腿问询之苦的同时，也能送
去一定的心理慰藉。

陪诊师在持续走热的
背后，其行业发展面临的问
题也逐步显现。如从业者

多为“散户”，尚缺行业规范
和准入标准，陪诊人员专业
能力参差不齐、收费标准不
一、责任划分不明确等。有
鉴于此，促进陪诊行业良性
发展，还需多方群策群力。
就陪诊师而言，需不断加强
自身专业能力，学习各类医
学知识，加强沟通表达能
力。从陪诊机构来看，除了
加强陪诊师培训管理外，还
要合法合规运营，坚决杜绝
虚假宣传、恶意竞争、低价
竞争等行为。行业的健康
发展离不开职能部门的监
管，职能部门需从严审批陪
诊机构运营、从严审查陪诊
从业者资质，尽快统一行业
准则，规范行业生态，促进
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作为新职业的“陪诊
师”，固然可以为一些群体
的就诊带来方便，但这并不
代表着它可以代替或是削弱
医疗机构本应该提供的相关
服务和对就医流程的优化。
陪诊行业的受追捧，也与部
分医院布局不尽合理、服务
不够贴心有一定的关系。说
到底，最好的“陪诊”还是优
化就医流程、改善就医体
验。只有将“以患者为中心”
落实在医院建设与管理的每
个细节、体现在就医的方方
面面，才能真正让群众就医
不惶恐、不孤独。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便
捷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风险
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统筹发展
和安全，确保数字技术和生产生
活的结合始终朝着造福社会、造
福人民的方向发展。一方面，要
持续推进网络空间治理，加大对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大数据杀熟”等重点热点问题
的整治力度，尽快建立健全数字
社会建设的标准体系和法治体
系，夯实数字社会建设的法治基
石。另一方面，要提高全民全社
会数字素养和技能，构建覆盖全
民、城乡融合的数字素养与技能
发展培育体系，为数字社会健康
有序发展提供保障。

——人民日报：《构建普惠
便捷的数字社会》

监管部门要加强对“蹭热
点”“炒概念”及股价操纵行为
的监控处置和打击力度，为人
工智能长远发展营造信披规
范、运行有序的市场；上市公司
要保持战略定力，打好技术地
基，以核心技术突破赢得市场
支持；投资者要把握好投资尺
度，切勿跟风炒作。唯有市场
各方静下心、沉住气，多一份行
稳致远的从容，少一份急功近
利的浮躁，方能让人工智能更
好地走进生活、方便你我。

——经济日报：《热捧人工
智能需防泡沫》

别让“纸巾刺客”给消费者添堵
□张涛

指定“病假证明医院”也是一种病
□郝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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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话题

【本期话题】

濠南
夜话

缓解“就医孤独”
需要强监管优服务

□政青

【议论纷纷】

@孙建国 小学生课余时
间盘盘手串，无论减不减压或者
有别的感受，并无不可，也无伤
大雅。但若在上课期间都盘手
串，就严重影响课堂秩序了，学
校应该禁止。总之，手串可盘，
不可过度，应分时间、分场合。

@微水四街 正处于生长
发育关键时期的中小学生，长
时间过于集中于一个盘玩动
作，会影响指关节的均衡发
育。如果过度沉迷，还可能影
响心理健康发育。为避免身心
影响，应该正确引导，丰富他们
的游玩方式。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小学里流行盘手串

近日，小学生间开始流行
盘手串，受访小学生表示：“上
课盘，下课盘，都盘，可能是比
较解压吧，这个声音很舒服。”
盘手串的，一般都是成年人，但
没想到，小学生群体中也流行
了起来。你怎么看？

众所周知，员工请病假
需要提供医院开的证明。
那么，当员工自己去的医院
和公司指定就诊的医院检
查结果有出入时，公司就能
以此为由不批假，还算员工
旷工并且解除劳动合同
吗？近日，南通市中院、市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联合发布全市劳动争议十
大典型案例，其中就有这一
起案例。

（4月9日本报4版）

这起劳动纠纷的重点
在于：“指定的医院”和“非
指定的医院”，其开具的病
假证明是不是真实的？法
院通过调查显示：“非指定
的医院”开具的病假证明没
有任何问题，虽然与“指定

的医院”存在出入，但是并
不能证明“指定的医院”开
具 的 证 明 就 是 没 有 问 题
的。因此作出了以上判决。

笔者以为，指定“病假
证明医院”，病根是诚信缺
失。现实中，虚假病假证明
确实存在。但是，需要知道
的是，可以质疑病假证明的
真假，也可以复核病假证明
的真实，却不能教条地认定

“非指定的医院”就存在问
题，就像这起劳动纠纷案件
一样。

这起劳动纠纷是一种
“双向警示”。对于职工而
言，需要做到诚信务工，切
不可参与网购“虚假证明”
之类的失信行为，需要请假
的时候要走正道。而对于
企业而言，也需要尽最大能

力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要实现“有病就休息”，而不
是鼓励“带病上岗”“带病坚
守”。就像前几天某企业的
公众号推送的文章“好职工
多年没有请假，有病依然坚
持奉献”的表扬稿一样，就
引发了众怒。只有职工健
健康康，才有利于事业的发
展，企业切不可目光短浅。

本质上来说，企业指定
“病假证明医院”也是一种
病，这是对职工的极端不信
任导致的，更像是“把职工
当贼防”一样，而且“专门指
定病假证明医院”也是有违
有关规定的，谁能保证企业
没有用这样的“指定医院”
侵 害 职 工 的 正 常 病 假 权
益？总之，更该治疗的其实
是“诚信缺失”的病根。

“你们这餐巾纸怎么收
费这么贵呀？”近日，从山西
来乌鲁木齐游玩的朱先生
在某连锁餐馆用餐，结账时
发现多了一笔5元的餐巾
纸费用，他表示不解，“提供
餐巾纸不应该是餐馆的基
础服务吗？”该餐馆工作人
员则表示，该店餐巾纸一直
都收费。

（4月10日《工人日报》）

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对
于餐馆餐巾纸该不该收费
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免费提

供和如何收费属于商家的
自主经营权。不过，商家行
使自主经营权不能随心所
欲，必须恪守法律边界，尊
重消费者合法权益。

除了涉嫌违法外，“纸
巾刺客”也有悖情理。一
小包餐巾纸，外面买也就
一两块钱，餐馆却收了五
六块钱。这笔费用和动辄
成百上千的餐费相比，固
然说是微不足道。但消费
者的槽点，不在于收费金
额本身，而是这种隐性收
费方式，给人一种商家不

诚信的感觉，进而会选择
“用脚投票”，不再去这家
餐馆就餐。

对此，有关部门应加强
监管，一方面鼓励餐饮企业
提供限量的免费纸巾，从细
节入手提升消费者体验，留
住更多“回头客”，同时要加
强执法检查，要求商家做好
餐巾纸等服务和产品的明
码标价工作，对不明码标价
的行为依法处罚，从而督促
经营者认真履行对消费者
的告知义务，避免造成误导
消费、强制消费。

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进校园，绿色时
尚入日常。3日下午，新城桥
街道走进启秀小学，举办了

“我践行 我文明”文明“小管
家”项目启动暨垃圾分类进校
园活动，百余名青少年学生参
加了活动。

（4月10日本报4版）

从抓早抓小做起
□张忠德

目前，不少地方启动了生活
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尽管在加大
宣传力度、添置相应设施等方面
投入了众多人力、物力和财力，
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但
仍有一些群众和单位不按规定
处置垃圾分类，比如“随手扔”

“一包扔”等现象屡屡发生。究
其原因，关键还是城乡居民的垃
圾分类意识和宣传教育有待进
一步增强。而要从根本上扭转
这种局面，就要在抓“早”抓“小”
上下功夫。

垃圾分类从“小”抓起，需要
社会共同参与、家校共育。将
垃圾分类纳入中小学、幼儿园
课程，并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教
育和实践活动，在广大师生心
里种下生态文明的种子，“内化
于心”方能“外见于行”。让垃
圾分类成为校园“新时尚”，理
应成为共识。

潜移默化久久为功
□梁正

最近一些朋友从国外回来，
在交流中总要赞叹外国的垃圾
分类。

其实，外国人之所以有意识
进行垃圾分类，并且能分得清清
楚楚，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习
惯。而我们虽说认识不低，但缺
少这样的习惯以及必要的垃圾
分类常识，尤其中老年人垃圾混
合投放已成为习惯。而孩子们
就不一样了，他们愿意学也乐于
去实践，有利于垃圾分类习惯的
养成，当他们成长后，各种垃圾
分类配套设施也逐步完善，垃圾
分类便成了社会主流。

垃圾分类进校园要真正产
生效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相关部门要避免形式主义，学
校应该在尊重教学规律、符合
孩子学习习惯的前提下，根据
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水平和
成长规律，将生活垃圾分类知
识融入教材，提高教育的针对
性、趣味性，在潜移默化中，让
孩子们从小养成垃圾分类的习
惯。另外，还可以通过“小手拉
大手”的方式，让孩子们的行动
影响大人，带动家庭、社区参与
到垃圾分类活动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