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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话题：

如今，月饼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更多的赋予了商品意义。中秋将至，许多月饼“穿马甲”后价
格涨了两到三倍，商家认为月饼包装精致有利于商品销售，普通消费者对高价月饼却是望而止步。你对
此有啥看法？欢迎讨论！

“街谈巷议”是榴下谈开设的民生评谈说

理栏目。从现在起开始征集民生热点话题，如
果您想发起话题或参与讨论就请加入我们吧！

学生成“玻璃脆”，父母是推手
葛 石平

九月初是新生报到军训的时
节，在“全国亿万青少年学生阳光体
育运动”提出已有5年的时候，有两则
报道让笔者感到十分忧虑：一则是

《枣庄高一新生军训遇尴尬 半小
时累倒十多名新生》，报道中还说，
除了一些学生在军训过程中出现不
舒服外，也有不少学生，带着家长写
好的孩子因身体不适，不能参加军
训的请假条，提前交给老师，随后坐
在旁边观望其他同学军训。这些家
长就是太娇惯孩子了，怕晒黑，怕累
着。另一则是《枣庄学院新生报到家
长忙碌 一个学生七人陪》，报道中
说，在浩浩荡荡的送亲团中，记者始
终未发现一名自己单独来报到的学

生。一位负责接待的同学告诉记者，
在他上午接待的学生中，至少也有
一名家长陪同，像这种情况一般是
本地的，外地学生一般都会有至少
两名家长陪同。

前者说的是高一新生军训时体
质堪忧，后者说的是大一新生送亲
团前呼后拥，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就
是都有家长的影子在其中，就像呵
护姗姗学步的儿童一样越俎代庖剥
夺了子女的自立机会。爱孩子的方
式方法很多，爱孩子的内容不一而
足。但孩子的体质要自己锻炼，孩子
的事情要自己做似乎说起来容易做
起来难。在孩子自立的问题上，有一
个老话不妨再说叨说叨。那就是：体

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
一份不久前出炉的国民体质报

告却显示，从1990年至今，我国青少
年的体质持续下降，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肥胖和近视。中国孩子的体质
测试排名也被抛在后面，《中国青少
年体质健康行为调查》显示，我国
60%以上学生的居住环境不具备体
育运动条件；在休息和节假日，学生
最喜欢做的3件事是：上网聊天玩游
戏、听音乐和看电视，出去运动的不
足30%。

青少年体质的增强只能靠长期
坚持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的锻炼习
惯。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国家不设体
育课但体育运动是学生的生活方

式，很多国家都有青少年活动中心，
每天是由几名义工负责，孩子们放
学以后可以在那里待到很晚。然而，
在我国，机关、学校等一些有条件的
单位，即使在不使用的情况下也不
对社会开放其活动场地和操场，青
少年活动中心不仅多为收费，还有
不少中心变成了培训班的集中地，
以学科补习为主，兼顾器乐、棋类训
练。这种现象应当尽快改变。

毛泽东在1917年《体育之研究》
中说“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
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
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
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他曾回忆
说：“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野越

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到下雨，
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
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
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
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
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
露天睡觉，甚至到11月份，我们还在
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

‘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
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
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
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
的体格。”毛泽东的健身经历再一次
应验了少年强则中国强。

愿青少年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强
我少年。

处方药乱卖应止矣

葛 古月

自2011年起，国家食药局规定将每年9

月定为“全国安全用药月”。记者走访枣庄
部分药店发现，没有处方竟然也能很轻易
地买到处方药。(《齐鲁晚报》9月11日报道)

药品的最主要功能是治病。而现在看
来，一些药店业主，一味追求商业利益，把
药品当成简单的商品销售，消费者可随意
购买处方药，只追其利益而把消费者的健
康置之不顾。

处方药的服用，应该遵循严格的医嘱。
乱用、滥用处方药的危害有多少，普通的消
费者是很难意识到的。令人担忧的是：大部
分消费者根本不知道这些危害。此时，就需
要药店经营者的自律来减少乱用处方药所
带来的危害。然而这种自律，在经济利益面
前变得微不足道。

固然，做经营追求经济利益没有错。但
药品行业自身的独有特点，要求药品经营
者需把消费者的健康和经济利益的追求放
在同等的位置。可是，记者的调查结果却令
人悲观。不仅处方药和非处方药摆放混乱，
而且，有没有处方都能随便购买处方药。我
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消费者都能意识到乱
用处方药的危害。但药品经营者的职业道
德得发挥应有的作用。

同时，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也是必不
可少。相关部门的监管不能缺位，否则，这
种购药乱象将很难彻底消除。消费者本人
也要了解一些用药知识，尤其是一些慢性
病的患者，他们购药的依据往往是自己以
往的用药经验。因此，为了公众的健康，处
方药售卖乱象应止矣。

上周一是教
师节 ,而国家层面
所承诺的“教师工
资 不 低 于 公 务
员”,无疑是送给
全国教师们最大
的“节日红包”。

可是 ,理想很
丰满,现实很骨感,

理想与现实间总

是有些距离。“教
师工资不低于公
务员”这一提法，
18年未到位。

漫漫长路

安全用药，规范市场是关键
葛 孙世华

9月11日《没处方买处方药挺
容易》和12日《买“麻”类感冒药登
记存漏洞》连续两天刊登了有关
百姓安全购药、安全用药为主题
的新闻。

让笔者记忆犹新的是，刚开
始实行医保制度的时候，很多药
店几乎都在公开出售与医疗毫无
关系的日常生活用品。一些持有
医疗保险的人见利忘“医”，一时
间，药店卖什么，他们就买什么。
当然，他们买的不是治病救人的
东西，而是锅碗瓢盆，家用电器，
甚至是美容品。结果，钱花没了，

等到真生病时，立刻傻了眼。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用医

保卡购买日用品的“地下交通”基
本中断了，不过，乱卖处方药的情
况却一直存在。药店没有执业医
师或执业助理医师的处方，擅自
做主出售处方药，出售含“麻”类
感冒药，这不仅是医疗市场难以
监管造成的混乱局面，也是个人
和经营者法律观念淡薄以及没有
社会责任感而造成的。事情往往
就是这样，它们都出现在一念之
差上，悲剧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
因为“私字一闪念”。

通过这两天的新闻可以看
出，一些药店纯粹是无利不起早。
为此，它们还是按照过去那一套
所谓的经营理念，毕竟，钱多不咬
手。再加上激烈的市场竞争，很多
药店费尽心机，不择手段拉拢顾
客已经成为常态。

当然，有卖就有买，一些市民
对处方药和非处方药难以识别，
医疗观念也不是很强，并不注意
这些，为此，药店何乐而不为？而
正是由于这种“医患关系”，买卖
处方药的行为才屡禁不止，不能
得到有效控制。

说到底，还是利字当头形成
的怪圈。对此，购买者有责任，而
经营者同样难辞其咎。故此，对付
他们就应该发现一个处理一个，
严惩不贷。否则，就刹不住这股歪
风。如果有必要，最好制订重奖重
罚措施，尽可能地发挥“举报人”
作用，配合医药监督部门，利用

“全国安全用药月”和9月至12月
山东省开展的专项整治行动，进
一步规范医药市场秩序，加大管
理力度，从源头上彻底肃清，不留
死角，只有挖掉了他们“草菅人
命”的根，才能收到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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