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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参与育儿不应是“奢侈品”
育儿不是妈妈“一个人的战斗”，爸

爸的参与不能是“奢侈品”——— 开学前
夕，杭州市采荷中学召开“好爸爸家长
会”，邀请初一新生的爸爸们参加，还发
布“好爸爸十条”，倡议他们积极参与家
庭教育，保持对孩子的关注和耐心，定期
沟通、共同制定规则并遵守。

教育孩子，是父母共同的责任，但
“爸爸缺席”却成了当下普遍存在的现
象，社交平台上时常可以看到女性对丈
夫带娃的吐槽。

2020年由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组
织实施的《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
查》结果显示，我国家庭中父母双方共同
照料孩子的只占7 . 5%，共同承担教育活
动的仅占11 . 7%。0岁至17岁孩子的作业
辅导主要由母亲承担的占67 . 5%。她们不
仅要照料孩子的饮食起居，还承担了大
部分家庭教育职责：入园择校、兴趣班选
择、习惯养成、亲子阅读、日常学习、未来
规划……

父亲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着不可或缺

的角色。通常而言，母亲在培养行为习惯
方面更有优势，而培养独立性、敢于承担
风险、个性品质发展等方面，父亲的作用
尤为重要，甚至有人用“缺钙”来形容父
亲的“缺位”。让爸爸们参与到孩子的教
育过程中，可以促进孩子成长得更加健
康、更加全面。

爸爸之所以成了孩子教育的“奢侈
品”，当然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除了男主外女主内之类的传统思想影响
之外，部分父亲心存依赖思想，责任感薄
弱，在认识和理念上出现偏差，或许才是
造成“影子爸爸”盛行的最主要原因。

不可否认，很多父亲确实是要为一
家人的生计操劳奔波，但真的忙到连参与
孩子的教育都分身乏术了吗？去年，杭州澎
博小学请一、二年级学生的爸爸做了份“知
子问卷”，考考对孩子的了解程度，一共10
道题，每题10分，191位爸爸中，得分不到60
分的有80人，最低的考了10分。

为了有效激发教育“父能量”，越来
越多的学校将家长会的主角选定为爸

爸。2020年11月，宁波北仑区蔚斗小学四
年级召开家长会要求，最好父亲参加。去
年底，浙江慈溪市慈吉实验学校小学部
高段的“家长开放日”也要求爸爸们尽量
到校。学校点名爸爸来开家长会，意在表
明父亲在家庭教育中作用之重要。

孩子的成长是一趟单行列车，一旦
错过了陪伴孩子成长的最佳时段，事后
就很难弥补。其实，爸爸们并不缺乏陪伴
意识，很多时候只是欠缺了一声呼唤而
已。此次活动中，爸爸们积极响应，有几
位学生爸爸特意从外地赶回，其中一位
在福建出差，乘动车赶回杭州，会后又抢
票返程完成工作。

当然，激发家庭教育的“父能量”，不
能止于倡导“爸爸家长会”。家庭教育别
让父亲缺位，还应该从切实扭转家教观
念和传授爸爸们育儿之道等方面综合施
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通过
立法予以引导，对父亲参与育儿作出强
制规定，并给出相应政策优惠。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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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领域和热门行业虽然看起来正当红，但很多行业都有一定的发展周期，其市场对相关
人才的容纳量也是有限的。高校扎堆增设相关专业，很容易造成激烈的同质化竞争，反而成为
人才积压的原因。

□丰收

“宫腔镜检查”“宫颈癌筛查”“宫颈
扩张术”……这些妇科类诊疗项目，本应
仅针对女性患者，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一
些男性患者也产生了此类医保费用。8月
31日，国家医保局通报指出，部分医院一
年内竟进行了高达1674次此类明显不合
理的检查。对此，各地医保部门已迅速响
应，根据统一部署，对国家医保局提供的
大数据问题线索进行逐一核查。

显然，这种为男性患者安排妇科类
诊疗的做法，不仅荒谬至极，更涉嫌骗取
或违规使用国家医保资金。这些性别错
位的诊疗记录，无疑是对医保基金的滥
用和侵蚀。

近年来，医保资金的安全问题备受
关注，骗取医保资金与“反骗取”行动之
间形成了持续博弈。2023年，全国医保系
统通过严查严管，共检查了80 . 2万家定

点医药机构，处理违法违规机构45 . 1万
家，成功追回医保基金186 . 5亿元。然而，
这种博弈并未结束，特别是部分医院以
更为奇葩的方式骗取医保资金，其嚣张
程度令人咋舌。

“给男性患者做妇科类诊疗”便是其
中之一。这种明目张胆的违规行为，不仅
是对医保制度的蔑视，更是对公共资源
的极端不负责任。一年内竟能进行上千
次此类检查，足见某些医院无视法律法
规、背离职业道德的程度之深。对此，必
须予以重拳打击，以儆效尤。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网友试图以
“医保家庭共济”为这些违规行为开
脱，认为夫妻或母子之间可以共享医保
账户。然而，这是对医保政策的严重误
读。医保家庭共济是指将个人医保账户
余额转给家庭成员共同使用，但绝不意
味着男性亲属的医保账户可用于支付
女性成员的妇科检查费用。也就是说，

医保家庭共济的只能是个人账户里的
钱，而医院“给男性患者做妇科类诊
疗”套取的是医保公共账户里的钱，完
全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
用，此类性别异常的医保费用记录很容
易被识别。地方医保部门只需加强审核
力度，即可有效遏制此类违规行为的发
生。

此次国家医保局点名曝光为男性做
妇科类诊疗排名靠前的医疗机构，以及
为男性开具妇科类诊疗排名靠前的医
生，对相关医院和医生都是一种惩戒，对
其他医院和医生也是警示，同时提醒各
地医保部门警惕性别异常诊疗。对于骗
取或者违规使用医保资金的医院和患
者，还要责令其“吐”出来，并开出相应的
罚单。

医院“给男性患者做妇科类诊疗”太荒唐

高校增减专业要看长远
近日，不少高校频频传来专业“下

线”的消息。据报道，今年7月至8月，部分
高校“扎堆”宣布撤销大量专业。根据最
新统计，已有20余所高校计划在2024年度
停撤部分本科专业，涉及专业数超过100
个。例如，8月23日，西北大学发布了2024年
度专业调整计划，拟撤销汉语言、金融工
程、财政学、广告学等7个本科专业，同时计
划申请人工智能、环境科学工程等4个新
专业。此前两周内，兰州大学、中国石油
大学（北京）也接连宣布了最新的专业调
整方案，都是“减”的比“增”的多。

高校进行专业调整，背后可能有多
重原因。比如，有些是落实2023年教育部
等五部门印发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
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相关要求；有
些是响应国家的战略需求，锚定新产业、
新技术进行专业布局。随着社会发展，有
些专业已与现实社会需求存在较大脱
节，在招生、学生就业等方面难以为继。
一些高校增减专业，也可能是为了进一
步聚焦自身办学定位、打造比较优势。

高校专业不可能一成不变，随着时
代发展、现实需求进行调整，属于正常现
象。但也要看到，此轮调整暴露了不少高

校此前在专业设置上功利化、跟风化等
问题，社会对此倾向不可不察。

据报道，部分高校在缺乏准备和条
件的情况下，基于招生就业的需求，或单
纯为了响应某些政策，一拥而上增设人
工智能、碳中和等和当下热门议题相关
的专业。南方某省教育厅一位参与专业
调整的负责人表示：“很多高校有一种占
坑心理，看到国家列出的战略性领域就
想上，觉得这些领域以后会火起来，政府
可能会出台专门的人才培养扶持政策。”
他举例道：去年政府释放出培养足球人
才的政策信号后，一天之内，省内有10所
学校提出申报足球运动专业。

高校缺乏审慎评估，便扎堆“上新”
专业，可能会造成一系列隐患。首先，新
设一个专业，并非开几门课那么简单，需
要有足够的学科资源支撑。特别是一些
新兴专业对教学设备、师资力量等要求
较高，高校罔顾自身状况盲目增设，难以
保障教学质量和可持续性。此前，就出现
过高校匆匆“上新”专业，一年后便尴尬
停招的状况，让学生感慨“读着读着专业
没了”。这种来去匆匆的“年抛”专业，显
然不利于对学生的系统化培养。

此外，新兴领域和热门行业虽然看
起来正当红，但很多行业都有一定的发
展周期，其市场对相关人才的容纳量也
是有限的。高校扎堆增设相关专业，很容
易造成激烈的同质化竞争，反而成为人
才积压的原因。

在后续专业调整中，要避免上述问
题，教育部门还需强化管理责任，对高校
的专业设置情况进行全盘统筹。针对与
热门话题相关专业的申报需求，有必要
加强甄选和审核，选出真正有必要、有能
力展开相关专业培养的高校，避免一窝
蜂增设同一专业的情况。

对高校而言，不论是为了自身发展，
还是为了对学生负责，都必须保持冷静、
科学决策，不能过于短视、只看眼前。正
如有教育专家建议的，高校专业调整应
从专业定位、社会需求、生源评价、师资
队伍、就业结果等方面审慎考虑，实现基
于证据的理性决策，而不是“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总之，高校专业调整绝非小事，以更
审慎、科学的方式进行，才能保障教育教
学质量，避免无谓的折腾。

据中青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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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重庆市一幼儿园前园长王某
仙（化名）因在教师节前夕“收受”学生一盒
价值6 . 16元的巧克力，被幼儿园认定违反
教育部印发的《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和
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并予以开
除。王某仙不服起诉幼儿园，法院判决幼儿
园败诉。

法院认为，王某仙收受的巧克力价值
较小，且是小朋友出于喜爱和尊敬而赠送，
不宜定性为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同
时，在双方未能就调岗达成一致的情况下，
幼儿园未给予改正机会便解除劳动合同，
明显不够审慎，认定幼儿园的解除行为属
于违法解除，应支付赔偿金。双方均不服一
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这所幼儿园看似高度重视师德建设，
对园长更是从严要求，但收6元的巧克力就
被开除，显然违背了“责罚一致”原则。诚如
不少网友所说，不要说收6元巧克力不该认
定为收受礼品礼金，就算认定违规，合适的
处理也应当是警告、批评教育。孩子给幼儿
园老师一块巧克力，是师生间的正常情感
表达，如果老师拒绝，反而可能会伤了孩子
的心。因此，要治理教师收礼问题，但也不
能用力过猛。 据新京报

园长收6元巧克力被开除

重视师德建设不可用力过猛

火车站广场花坛不让坐？

事后致歉何如事前人性服务

8月30日，有网友反映自己在西安火车
站南广场花坛边休息时遭到工作人员阻
止。当天下午，西安火车站地区管委会就此
事向网友致歉。管委会还表示，将根据现有
情况，在广场花坛周边增设座椅等休息设
施，确保旅客有充足地方进行休息。在花坛
周边设置旅客休息区域引导标识，方便旅
客寻找休息座椅。

这些年，一些火车站因为服务水平不
到位，屡屡成为舆论的焦点。此前，有火车
站不让购票旅客进入站厅，任旅客在外面
饱受高温煎熬的；有火车站中午休息时锁
门，旅客冒着40℃高温在候车室外苦等的。
从根本上来说，具体做法的错误背后都是
服务乘客思想意识的偏差。回过头来看，往
往是事件在网络上曝光了，引发了比较大
的舆情压力，火车站才开始积极整改。虽说
亡羊补牢犹未晚，但为什么不能把服务工
作做在前面呢？

每座火车站都会根据自身特点和实际
情况制定管理细则，本无可厚非。但任何规
定的执行和操作，都应该有一个必须遵守
的前提和原则，那就是切实将乘客满意不
满意当作头等大事。 据红星新闻

涉医伪科普大行其道

平台监管应更给力

当前，网络平台上涌现出诸多为博取
流量而存在的科普乱象，如编造剧情、直
播带货、认证信息不符、导流暗广、跨专业
科普、擦边软色情等。尽管国家卫生健康
委等部门已多次出台相关规范，但涉医的

“伪科普”依然在互联网上肆虐。
记者调查发现，在某短视频平台上，

众多账号虽然通过了医院资质和实名认
证，但实际运营者却并非认证医生本人。
一些账号的认证信息完全不符，医院方面
表示“查无此人”。更有甚者，一些医生热
衷于“全能科普”，跨科“擦边”，传播与医
学无关的“心灵鸡汤”，甚至讨论国际局
势，完全脱离了其专业范畴。更有账号违
规直播卖货，发布“暗广”推销药品，严重
损害了医疗行业的形象。

涉医伪科普的危害不容小觑。它不仅
会误导公众，传播错误的健康知识，还可
能引发不必要的恐慌和焦虑情绪。网络平
台作为信息的传播者和监管者，有社会责
任、也有能力和手段监管和净化平台环
境，遏制涉医伪科普的蔓延，还网络平台
以清朗的空间。 据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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