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这几天，全国进入高
考节奏，与高考有关的话题，
在线上线下都是焦点。为保证
这场全国性大考的顺利进行，
各地都推出了相应的举措，而
在高考首日，这些“绿色通道”
也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
那些出了“小意外”的家长和
考生解决了不少难题。

这场名为“高考”的考试，
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它关乎
考生的未来，也寄托着一个个
家庭的希望，为考试提供方
便、创造有序的环境，无疑是
各方都在努力做好的一道必
答题。而相对于平常日子，“高
考”是当之无愧的非常时期，
做些特殊的调整、非常的举
措，也在情理之中。如何应对
高考，既体现了对民生诉求的
回应，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各界

对待人才、对待教育的态度。
在考试期间，考场是封

闭的，考场外的情景，更直观
地反映了高考的气氛。在每
一个考点之外，都有考生的
家人在热切地等待着。这场
考试，直接关联的是考生，背
后则联系着一个个家庭，而
这一个个家庭的诉求，也就
决定了整个社会对高考应有
的态度。在这个非常时期里，
社 会 各 界 尽 己 所 能 为 高 考

“让路”，相关职能部门提前
做好预案，是对民生诉求的
有力回应。这些努力非但不
应受到指责，反而是值得鼓
励的。

让寒窗苦读的学生们考
出好成绩，不仅是学生和家长
的期盼，其实也是社会各方的
共同诉求。时至今日，高考已

有将近四十年的历史了，隐约
成了一条联系广泛的情感纽
带，不妨看看这个特殊时间节
点的微博和朋友圈，无数的过
来人正分享着自己对高考的
追忆。围绕高考的共同情感，
让身份各异的人，能够设身处
地地去理解考生和家长们的
那份心情。人们愿意为高考让
路，其实就是期盼那些下了功
夫的考生们，在这场称得上最
严格也最公平的考试中，得到
应有的回报。

当然，“让学生考好”的诉
求，不仅来源于共同回忆之下
的共同情感，这里面还反映出
社会整体对教育的态度。不妨
做个比较，如今社会对高考的
关注度，不知甩了科举多少条
街，因为科举只是少数人的

“游戏”，而现在的基础教育是

全民共享的，机会更加均等，
参与度也是空前的。为高考提
供方便，就是希望这场考试能
够更客观公正地反映前期教
育的成果，为高等教育资源的
分配提供更精准的参考。从这
个意义上说，为高考“让路”的
态度，反映出的是对教育的重
视，以及对知识和人才的尊
重，这种态度无疑有助于社会
的进步。

的确，高考有不完善之
处，像招生名额分配、考试内
容设定等存在一定的争议，但
公众对这项制度的公平公正
性的认可是一致的，期盼高考
制度充分发挥作用的心情是
一致的。既然如此，就该把“让
学生考好”当做现实的民生诉
求去看待，尽最大的可能为其
创造条件。

“让学生考好”就是满足民生诉求

围观高考作文题要“嘴下留德” 家庭医生要行稳致远

□罗志华

国家卫计委日前发布《关于
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
意见》。《意见》提出，到2017年，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30%
以上，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
达到 60% 以上。到 2020 年，力争
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部人群，形
成长期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基
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
的全覆盖。(6 月 7 日《新京报》)

建立家庭医生制不仅必要，
而且紧迫。其好处是，医生就在
附近，甚至可成为居民生活中
的朋友，遇到与疾病相关的事，
居民就有了可商量的人。若需
到医院看病，家庭医生不仅手
里有号，而且“医院里有熟人”，
预约专家，预留床位，都比患者
自己跑腿靠得住。以前慢性病
人总是常跑医院开药，家庭医
生单次配药量延长，患者就少
了来回折腾的麻烦。此外，找家
庭医生看病，医保报销的比例更
高，医疗费用支出减少，对患者
也有吸引力。

好处这么多，那还等什么？
马上“全覆盖”就是。但这事急不
得，因为反过来看，难题也不少。
首先，家庭医生的水平还得不到
居民的信任。居民不会要求他们

具有专科医生那么精湛的医术，
但至少要求他们能拿出合理的
建议，并且要可靠和贴心。谁家
有人学了几年医，亲戚朋友都喜
欢去咨询他，看中的不只是他的
医术，还因他往往有好建议，家
庭医生应从这一现象中有所感
悟，思考如何让自己更受欢迎。

其次，不管哪级医生，以前
多是坐诊制，习惯等病人上门，
如今要上门服务，还要“治未
病”，收集基层性数据，进行健康
管理，这些转变，医生恐怕一时
难以适应。且通常医院越大，待
遇越好，有时差距还很大，若不
适当缩小收入差距，不利于医生
反方向往基层走，这说明，医生
的心理怎么调适，积极性如何调
动，都得好好策划。此外，家庭医
生既有人脉，又有号源和床位，
还能多开药、多报销，权力不算
小，要未雨绸缪防范权力寻租。

以前不少地方都搞过家庭
医生制，虽取得了不少经验，但
仍没走出可复制之路，如今此做
法上升到全国层面，则难免遇到
更多难题，面临更大障碍和更多
不确定因素，且一旦有所闪失，
比如签约医生与家庭之间一开
始就没有建立起互信，纠正就十
分困难。因此这事既慢不得，更
急不得，只有行稳致远，扎实走
好每一步，方能如期为家庭送去
健康“守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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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杉

高考第一天，照例是围观
高考作文题的时候。这些年
来，每年如此，概不例外。围观
高考作文题的人特别多，这是
有缘由的。平日里人们对教育
有着诸多想法，有着太多话要
说，这时就通过对高考的关注
来行使自己的表达权。之所以
高考作文题受到特别关注，这
是因为在高考试卷所有内容
中，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板
块，作文占分比例最高，而且
谈论作文最没有技术含量，谈
论这个话题最不容易露馅。

“乱花渐欲迷人眼”。在种
种对高考作文题的围观中，不
能不说，其中一些具有真知灼
见，一些批评和建议有温度有
力度，可谓一针见血，值得教
育部门倾听，以便下年改进。
但也有很多的围观透露着情
绪化、娱乐化，一些人甚至是
为了围观而围观，为了批评而

批评，以至于用词激烈而苛
刻，似乎每一年的高考作文题
都是不堪入目，不值一提。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作文
如此，命题也是这样。高考作文
题就在那里，无论你是否认可，
作为命题者来说，都不是一时
冲动的产物，都必然经过一番
深思熟虑。而且一些饱受质疑
的作文题，也并非一无是处。

在对高考作文的围观中，
有一个值得警惕的倾向，表现
为几乎人人喜欢谈论教育，但
在事实上很多人不懂教育，甚
至对教育极其陌生。这在作文
教学中，表现尤为明显。坊间
流行一个经久不衰的段子：有
作文大家一时兴起，帮助孩子
写了一篇作文，自己很满意，
但到了老师那里，却判为不合
格。于是很多人借题发挥，现
在语文教学病入膏肓，语文老
师误人子弟。事实果真如此
吗？老师真在埋没良作吗？在
作文教学中，“打酱油的”真比
业内人士更有发言权吗？

不必讳言，包括作文教育

在内，现行教育存在一些问
题，但也必须承认教育并非一
无是处，我们也有自己的优
势。失去基本的教育自信，与
对教育盲目乐观一样可怕，甚
至更为可怕。一个基本事实
是，“术业有专攻”，能写一手
好文章，未必就能教人写文
章；天天写文章，未必能出一
道大家都认可的作文题。在种
种对高考作文题的围观和热
议中，考生是最重要的当事
人，也最有发言权。不妨在考
试全部结束之后，问问考生有
什么看法。就怕很多局外人的
洋洋自得，在考生那里只是自
以为是。

高考作文可以围观，但在
围观时一定要“嘴下留德”，千
万不要把高考作文题想简单
了。应该相信，无论哪一个出
题者，都不会“眉头一皱，计上
心来”，随随便便抛出一个作
文题来。站着说话总是容易，
如同同题作文，在书房里与在
考场里写作，就不是一个概
念。

警察执法当有能力“自证清白”

北京警方日前向媒体公开
了正在全市推广的“一站式”办
案的“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确
保办案场所统一管理、案件集
中办理等职能，实现案件集中
审理、全程闭环、全程监督的执
法办案新模式。通过这样的模
式，办案过程更加标准化、精细
化，犹如一条生产线，每个环节
一丝不苟，严丝合缝，必须在法
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

警察执法牵涉多方利益，
经常采取强制性措施和秘密
调查手段，许多案件还具有相
当的“戏剧性”，更容易遭受各
方质疑。“阳光是最好的防腐
剂。”但受调查活动自身规律
限制，以完全透明的操作来实
现公正诉求，所带来的执法效
率低下，必然使执法机关陷入
合法性不足的困境。为此，各
国警察的执法特别是侦查，往
往奉行不公开原则，而以公开
为例外，对执法公开设置了诸
多限制。

警察执法存在不宜同步
公开的情形，公众无法通过即
时监测方式进行评价。“警察
执法在前，公民持疑在后”的
观点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法
治理念。公民通过暴力的方式
抗法便会受到即时的惩罚，由
此造成的后果自负；而警察的
执法公正也应当通过能够经
得起事后审查的方式加以确
认。其核心有两点：一是办案
流程的规范化。规范化程度越
高，职责、流程越明确，留给办
案人员自由选择的空间就越
小，能够极大压缩办案人员的

“犯错空间”。执法机关既要遵
循日臻完善的规范，又要高质
量完成任务，必然要加大技术
领域投入，转向执法方法和技
能上的突破。二是办案行为的
全程合法性证明。警察应当为
自己的执法行为留存良好记
录，自证清白。现行制度对合
法性证明的要求仅限于部分
执法措施，尚不具有全局意
义。执法机关完全可以先行一
步，利用现代科技，自受理案

件开始就对案件的每一步处
置经过及结果进行真实记录。
一旦建立全程合法性证明制
度，就可以通过执法机关扎实
的调查工作、严密的证据锁链
和严谨的全程记录，使案件事
实和执法行为最终以可核查
方式经受监督机关以及公众
的考验。

“一站式”执法办案管理
中心模式较好地满足了上述
两个方面的要求。由于大部分
执法行为能够在执法管理中
心或在其监控下完成，因而执
法的全程合法性证明已经得到
了基本实现。这种思路无疑值
得肯定与坚持：对执法过程的
监管链条延伸得越长，为执法
人员提供的合法性证明越充
分，对违法犯罪嫌疑人和办案
人员双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就越
有效。如何继续引入科技手段，
制定更严密制度规范，使监管
最终覆盖从接警至办案终结的
整个环节，是执法办案管理中
心后续发展的应然目标。（摘
自《人民日报》，作者刘为军）

神化、绝对化国学是内心脆
弱的表现。

清华大学教授方朝晖强调，
国学研究要有开放的胸怀与视
野，如果没有真正理解人家文化
的优点，就无法以一种合乎现代
人生活方式的语言来阐释，很容
易给别人以原教旨主义的错误
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也很容易
日益陶醉于自说自话，不断地把
你所讲的东西神化、绝对化，仿
佛只有把国学塑造得无比伟大
和崇高，才能抵抗别人的怀疑。
这其实是内心深处非常脆弱的
表现，打肿脸充胖子。

我们的房子越住越大了，可
是我们的心里越来越空了，我们
的生活目的越来越浅薄了。

北京大学艺术教育学院教

授李松认为，按道理来说，现在
社会的审美水平应该比过去好
得多，但我们实际上没有做到。

如果你不能容忍批评言论，
那么你就不要去做任何新鲜或
有趣的事情了。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
对美国企业家与风险资本家彼
得·蒂尔前不久的一些做法提出
质疑。后者表示他正在准备采取
法律行动，要让发表了对他不利
消息的新闻网站Gawker破产。贝
索斯认为，应对媒体言论的最好
方法就是保持“厚脸皮”，因为如
果你真正想做一些有趣的事，那
么批评意见几乎就是难免的。

葛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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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虽有不完善之处，像
招生名额分配、考试内容设定
等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公众对
这项制度的公平公正性的认可
是一致的，期盼高考制度充分
发挥作用的心情是一致的。既
然如此，就该把“让学生考好”
当做现实的民生诉求去看待，
尽最大的可能为其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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