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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建

3 月 28 日，一条“护士怒斥
医托”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
中，值班护士发现医托后大声呵
斥：病人都哭了，你还骗人钱！她
抓住医托的手，联系保安将医托
带走。很多网友称这位护士为侠
女，“为大侠点赞！”记者了解到，
事情发生在 3 月 26 日，视频中
的护士来自江苏省南京市妇幼
保健院。

在公众见识的各色医托事
件中，这是正能量爆棚的戏剧性

一幕：导诊护士怒斥，“真是恨不
得在你们脸上贴上‘医托’两个
字”；疑似医托讪讪而言，“那我
走了，不来了……”侠女获胜，坏
蛋羞赧，围观者点赞一片。

怒斥这一幕，固然快意恩
仇，但也让人浮想联翩。比如去
年初，一女孩在北京广安门医院
就医时指责号贩子“猖獗”，并质
疑医院保安对号贩子不管不顾，
此事引发社会热议。此后的 5 月
4 日，国家卫计委等八部门联合
印发了《集中整治“号贩子”和

“网络医托”专项行动方案》，明
确在年内分三阶段严打号贩子
和网络医托。但就眼下的情况来
说，医托也好,号贩子也罢，在各

大医院几乎仍未禁绝。一个“侠
女护士”再是火眼金睛，估计也
抓不完禁而难绝的医托；更令人
忧虑的是，如果医托会武术,护
士岂能挡得住？

在私力救济的江湖，放任明
处的小护士去 PK 暗处的医托，
这是护理职业不能承受之社会
风险。道理很简单：暗流汹涌的
医托未必都这么容易轰走，而

“护士怼医托”也不该是个正常
的职务行为。

有个细节耐人寻味。“侠女
护士”在事后接受采访时说：“我
非常看不惯这些医托，经常骗农
村来的病人，他们手上的钱可是
救命钱啊！这种行为太可恶了。”

大医院管控不了医托，已经是天
知地知的明规则。打击医托这么
多年，扬汤止沸的多，釜底抽薪
的少。不管这是谁的“主要责
任”，放任医托在医疗江湖兴风
作浪，亦非三两日的事情。

魏则西事件渐行渐远，生
活中或网络上的医托却常年阴
魂不散。医托难禁，说到底还是
打击乏力。因为一般性的医托
行为，似乎多依据治安管理处
罚法予以处理。那么，轻则“警
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重则

“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的罚则，对职
业医托来说几乎是无关痛痒。
此前，媒体曾以《起底医托江

湖：拉一个人到诊所至少分成
50% 》为题，揭示其间的乱象。
一句话，处罚轻柔、举证困难，
直接让医托成为极有性价比的
灰黑产业。

“热情”的医托搭上“权威”
的老中医，已成医疗忽悠之术的
标配。但是，医托何罪、机构何
责，在法治语境下，至今仍未清
晰。由此，“侠女护士怼医托”事
件，还得一分为二地看：此事固
然是小护士侠肝义胆、快意恩
仇，但医托猖獗及整治乏力之病
症依然令人扼腕。我们必须明
确：“怼”医托的主角不该是医护
人员，而应该是秀肌肉的医院管
理方与执法力量。

“怼”医托的本不该是“侠女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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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强制体育”来得更猛烈一些

□徐洁

近日，有一则看似奇葩的新
闻：不会游泳，即便考上了清华，
也可能拿不到毕业证。从 2017
级本科新生开始，清华大学将游
泳与毕业绑定。新生入学后将进
行游泳测试，不会游泳的学生必
修游泳课，通过者才能获得毕业
证。这则消息在坊间引发热议。
文化课学习可以强制，这是为了
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强制体育锻
炼还真让人不适应。

为“说服”大家，清华大学祭

出老校规：早在九十年前，清华
大学就提出不会游泳不能毕业、
不能留洋。此后，由于学生规模
扩大、场馆有限等因素而中止。其
实，民国时期，有此类校规的大学
不止清华大学一家。当时的南开
大学规定，本校学生体育成绩必
须达到一定标准，考试不及格者
强迫运动，及格者也要选择一定
的项目定时练习。学校每年都定
期体检，对于身体某部分特别弱
的学生，要求其加强锻炼弥补不
足。否则，不能毕业。这就是张伯
苓在南开推行的“强迫体育”。

台湾大学教授齐邦媛在《巨
流河》中这样描述在重庆南开中
学的生活：“每天下午三点半，教

室全部锁上，每个人必须到操场
参加一种球队，除了下大雨，天
天练球、比赛，无处逃避。”南开
的“强迫体育”包括三个方面：一
是体育训练。二是卫生习惯，要
求学生注意饮食和个人卫生，直
到现在，南开大学教学楼内都立
有穿衣镜，旁边镌有箴言：“面必
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
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
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
和，宜静，宜庄。”三是严禁饮酒、
赌博、吸烟等陋习。

八九十年后，强制学生运动
的好传统丧失殆尽。学生和家长
普遍有个印象：文化课学业不能
马虎，布置的作业是必须要完成

的，体育课可以应付，只要不生
病就好，运动兴趣可以考上大学
再培养。

好在，有远见的学校重拾
这一传统。在刚刚过去的寒假
中，济南市官扎营小学一年级
学生没有书面作业，唯一的

“硬”作业是体育锻炼，包括横
叉、竖叉等练习身体柔韧性的
锻炼，也包括跳绳、啦啦操等体
能作业，还有篮球运球等锻炼
身体协调能力的作业，学校还
专门设计了监督表，注明每天
每项运动的强度，如跳绳 80-
150 个，让家长在监督表上填
上完成情况。济南市胜利大街
小学则把跑步、仰卧起坐或曲

臂悬垂纳入家庭作业，让孩子
像完成语文、数学作业一样，完
成后由家长签字说明完成情况，
没想到，大部分家长们非但没有
当成负担，他们从沙发上站了起
来，也与孩子一起运动了起来。

人人都有惰性，以强制对抗
惰性未尝不可。若干年后，官扎
营和胜利大街的孩子回忆起小
学生活，必会感恩“强制体育”带
给他们的美好体验，或许也会骄
傲地说，自己曾在一个怎样优秀
的学校学习过。但愿推行“强制
体育”的学校越来越多，蔚然成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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