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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叫“全科医生”，还是“家庭医生”，

他们是整个中国极度需要的角色。

上周六，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

篇题为《你口无遮拦的样子，真丑》的文章，

其中有一个故事发生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儿童医院：在家长被告知只需回家吃药

后，家长脱口而出的是“你孩子发烧 39.3℃

你会怎样？我诅咒你孩子天天39.3℃”。

且不论这位家长的德行问题，只揣度

一下他的经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

医院是三级甲等医院，病人多、等待长，从

挂号到分诊再到验血拿到结果后再就医，

过程中势必消耗了大量的时间成本、金钱

成本，如果只得到一句“回家吃药”，病人的

心情可想而知。

试想，如果全科医生能走进“日常”，患

者到家门口几步之遥的诊所，或者是打个

电话就有医生来家看看，那情绪势必会稳

定很多，火药味也会大大降低。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曾益新就将全

科医生提供的诊疗称为“熟人医疗”，他将

百姓得病在乡镇社区的处理率定位在了

80%。也就是说，如果全科医生的制度完善

而健全、全科医生的配备充足而到位，那么

上面这个例子中的诊疗案例并不会发生在

三级甲等医院，甚至根本不会发生这个“真

丑”的冲突。

为了实现“熟人医疗”，新出台的《改革

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从全科医生的培养与激

励入手，希望用内外兼修的制度之手让全

科医生的名声焕然一新，达到引才的目的。

《意见》出台之后，究竟能不能让全科

医生在健康中国的事业中落地结果？笔者

认为，可能还需要多考虑几个方面。

首先，最需要解决的是“公众期待值”

的问题，忌高也忌低。有人把全科医生的

点落在“全”上，认为他们无所不能，这是不

现实的；而另一些人认为全科医生只能诊

治一些小症状，要诊得准就要找大医院的

专业医生。

前者通过解释宣传可以纠正，正如曾益

新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的，全科医生知识结

构不一样，他的知识面宽泛广博，针对问题

能够开“一扇门”，但并不解决。例如知道什

么情况下要给心脏放支架，但并不会亲自放

支架。而后者则需要真正坐诊的全科医生

用自己的实力改变。目前当诊的医生在怕

担负责任的心理之下，经常怯于为患者决定

处置方案。可见在职业教育上，除了专业过

硬之外，还要传递一些“软素质”，如通过担

当、沟通、协调等行动来在公众中立威。

其次，依照计划，全科医生到 2050年将

增加 50万人。他们的工作方式是否仍旧像

现在这样，留在诊室等病人上门？要形成

熟人医疗，先要解决“熟”的问题。熟人医

疗需要医生深入到百姓的生活中去，甚至

要熟悉到干预公众每餐的饮食。这种全新

的工作机制，如果只靠医生的积极性主动

性是不能长久的，而应该建立与全科医生

工作性质相一致的工作制度，在制度上进

行工作形式的确定。

一个措施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并不是

确定的。如果认为一个《意见》发布后就万

事大吉，那就有些想简单了。在推动全科

医生走进现实的过程中，还少不了努力。

培养全科医生，新政出台只是个开始
张佳星

2009 年的时候，浙江大学有个叫王毅

的讲师，给学生开了一门《从神农本草到现

代中药》的通识教育课。这门课一开八年，

王毅从讲师成了教授，最近却突然在网上

火了。原因和一条报道有关：浙大教授开

课教学生炼丹，学生上课泡脚、熬蜂蜜。

你不得不感叹标题党威力之大。事实

上，浙大这门课是一门为大学生讲授中医

药知识的课程。对药学专业的学生来说，

其性质大概和“药理学概论”之类课程并无

不同；而对于非医药专业的学生而言，也类

似“四大名著导读”之属。所谓“炼丹”“熬

蜂蜜”其实是学生在课堂上亲手制作中药

丸剂，而“泡脚”不过是验证古方的试验。

应该说，这都属于严肃的教学活动。但是，

“炼丹”“熬蜂蜜”“泡脚”这些对中医脸谱化

的描述，却极大地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和

娱乐欲，从中也可以看到人们关于中医的

想象、调侃或误读，更深层次的则是百余年

来中医药存废论争造成的社会心理和文化

定式。

晚清以来，中医多次遭到批评。尤其

是进入 20 世纪以后，中医于 1913 年被逐出

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大学医科课程体系，在

新文化运动中更作为“旧文化”的一部分而

受到猛烈抨击，从此被一些人称为“旧医”，

日益丧失了话语权。期间，中医界也曾举

起民族主义大旗，试图以“国医”的名号为

自己加冕，但直到新中国成立，都未能从根

本上改变“边缘化”的命运。1949 年以后，

中医的地位得到根本改善，但在大众文化

中依然难逃被“神秘化”的困境。这几年

来，虽有屠呦呦“青蒿素是中医药给世界的

一份礼物”的宏论鼓舞人心，也有奥运会传

奇巨星菲尔普斯身上“广告植入”式的拔罐

印促使人们思考，但不得不说，中医究竟应

如何发展，依然是一个需要心平气和地认

真讨论的问题。

浙大所谓“炼丹课”再一次撕开了这

个话题的一角。实际上，纵观多年纷争诸

家观点，真正划出了重点的人或许是章太

炎。他在 1920 年代就直截了当地提出，

“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行，前者

近于辞遁，后者直令人笑耳也”，中医要证

明自己，最好的办法是在现实的医疗实践

中对古代医方、医案和医理进行验证。一

句话，不看广告看疗效。毫无疑问，这是

一种现实而理性的态度。按照这个态度，

就会发现网络上中医“黑”和中医“粉”的

争论没什么实际意义。而且，恰是这种

“站队表态式”的思想方法，把学术问题情

绪化、科学问题立场化，只会把中医推向

无法说明自我的文化虚无泥沼，后果是十

分可怕的。据说，有的中医药大学的博士

不读中医典籍，还有人甚至认为汉代的张

仲景与明朝的张景岳是兄弟。这多么令

人悲哀！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为浙江大

学王毅教授的“炼丹课”点赞。这门课很受

学生欢迎。据报道，每年浙大本科生中选

这门课的人，接近 400 人，但由于课程容量

限制，真正能选上的不足百人，而且都来自

不同的专业。课程从“什么是中药”开始为

学生科普中药知识，既讲中药知识，也讲传

统文化，实际上至少部分承继了章太炎的

理路，努力拨开蒙在中医中药上的迷雾，既

增进了作为未来社会中坚的青年学生对中

医中药的真切了解，又有助于把人们带回

科学估定中医价值的正路上来。

宽泛地讲，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浙大此举也为正

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方

法借鉴。记得上世纪初年，中国新文化的

代表人物胡适就说过，“吾国居今日而欲与

欧美各国争存于世界也，非造一新文明不

可”。而要造就新文明，就要采用一种“评

判的态度”对传统文化作出“价值重估”，既

反对因袭盲从，也反对似是而非的中西融

合或拼凑，而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实

验的工作。毫无疑问，在浙大的课堂上“泡

脚”“熬蜂蜜”“炼丹”的学生们所做的正是

这样的工作。

浙大教授“炼丹”？别把中医药脸谱化
眉间尺

美国 Space X 猎鹰重型火箭成功发射

的消息传出以后，朋友圈里顿时呈刷屏之

势。一些人惊叹美国航天科技的强大，更

多人则感慨我国距离造出这种量级载荷的

火箭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此次发射尤为吸引眼球的一个看点，

是猎鹰重型火箭的设计与制造方是一家

私人宇航公司。因为 Space X 的老板就是

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的老板，猎鹰重型

火箭这次把一辆特斯拉电动跑车送上了

天，堪称史无前例的商业营销。而在几年

前，当 Space X 公司首次提出要发射重型

火箭时，没有几个人觉得这样的狂想能顺

利实现。

早在冷战时期，航天事业就被认为是

国家间的竞赛。当时，美国与苏联你追我

赶地发射卫星、飞船，直至人类登月和发

明航天飞机，极大地推动了人类航天事业

的进步。但时代在变化，历史是回旋前进

的，航天事业也早就走出了冷战思维，多

国合作与商业利用成了航天事业发展的

主流。

Space X 等商业公司的成功，强有力

地 说 明 了 商 业 公 司 在 航 天 领 域 大 有 可

为。在猎鹰重型火箭发射成功前，Space

X 利用猎鹰 9 号运载火箭发射的“龙”货运

飞船，就已经实现了商用化。美国航天局

与 Space X 签订合同，通过该货运飞船向

国际空间站运送补给物资，显著降低了物

资运输成本。

国家力量在航天技术发展中所扮演的

核心角色依然是无可替代的。一方面，人

类的太空探索从来不只是“钱”的事，最前

沿的航天技术往往是不计回报的，而追求

受益的商业机构无法理解这一点；另一方

面，只有国家力量解决了最基础的难题，才

能为航天技术的民用化铺平道路。

不过，航天事业发展到了现在，已不应

该是国家队的孤军奋战。航天技术也从早

期单纯的科学实验，变成现在大量商业应

用占主流的局面，就连普通人与航天技术

的距离也不再遥远。举个例子说，如果没

有头顶上的卫星，手机与车载导航设备就

全部要歇菜。只有市场力量的进入，才能

充分满足大量的航天领域商业需求。

中国政府对民间资本投入航天事业

的态度也很明朗。《2016 中国的航天》白皮

书明确提出：鼓励引导民间资本和社会力

量有序参与航天科研生产、空间基础设施

建设、空间信息产品服务、卫星运营等航

天活动，大力发展商业航天；推动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完善政府购买航天产品与

服务机制。

与 Space X 这样走向成熟的商业航天

公司相比，中国的民营商业航天尚在萌芽

阶段。国内已成立的民营商业航天公司，

所掌握的技术以探空火箭为主，较少触及

具备空间运载能力的火箭。不论是体量规

模，还是技术水平，中国的民营航天公司尚

且难以与美国相比。

航天市场未来前景远大，向民营资本

开放航天市场是大势所趋。Space X 等商

业公司的成功启示中国航天事业，要建设

多层次、多元化的航天体系，离不开市场力

量的参与。就像那辆飞上天的特斯拉跑车

一样，中国的民营航天市场仍有令人激动

的想象空间。

跑车上太空，美国航天民间队带了好头
王钟的

正值春运抢票高峰期，不少在线旅游网站再次被曝火车票违规搭售。一些网站的有偿服务选项隐藏很
深，消费者很容易就被“套路”，不明不白花了冤枉钱。律师表示，该行为或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
择权、公平交易权。 视觉中国

81 岁的薛敏修于近日毕业，她用四年时

间，完成了所有专升本课程的学习，拿到了天

津大学现代远程教育的本科毕业证书。在毕

业典礼上，她这么说——生命中最重要的就

是，不要屈服于同龄人的压力。

简直一语惊醒梦中人。薛敏修用实际行

动践行了何为终身学习，也狠狠打脸了这么

一句所谓的俗语——什么年龄干什么事。

什么年龄干什么事，是将人的生命周期

进行简单粗暴的分割。他们说，18 岁之前，

就该好好念书；30岁之前，就该成家；35岁之

前，就该立业……60 岁以后？那就没什么好

折腾了，你该做的，是颐养天年，顺便帮子女

带带孩子。

仿佛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一个 dead-

line，如果在这之前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事，

你就被贴上所谓失败的标签；如果在 deadline

到来之后，还在做前一个人生阶段该做的事，

你就是“另类”，就是“不切实际”。为了在合

适的年龄干合适的事，人们惶然、焦虑，还学

会了认命。

而且，社会对人怀揣梦想的年龄有着苛

刻的限定，仿佛梦想是孩子和年轻人的专

利。过了该立业成家的年龄再大谈梦想，那

就要被人嘲笑了。如果步入老年，你还念叨

着“我有一个梦想”，那不仅是旁人看不下去，

连家人都看不下去。

但薛敏修告诉我们，人生并无定法。只

要你愿意，你可以在任何年龄拥有梦想，你也

可以在任何年龄去实现它。

为了学习，薛敏修每天 5 点起床，听广

播，学英文；为了搞懂知识点，一趟一趟往学

校的指导中心跑；为了过计算机考试，她坚持

考了六次。她自己也说过，家人没有那么支

持她。不过，她太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了，别人

有非议，那就“随他们说去”。这是真正的人

生智慧。

学习，在薛敏修这里，已经毫无功利色

彩。她有大学情结，她曾经考上过大学，但没

有去成。她后来一遍遍考，即使老了，在外人

看来已经没有意义了，也不放弃。薛敏修学

习，是为了圆梦，也是为了提升自己，更是为

了单纯享受学习给内心带来的完满。

薛敏修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

你到了年龄可以不结婚，就算被称作“剩男剩

女”又怎样；你到了年龄可以不安定，只要不

影响他人，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

生活；你到了年龄可以不苦兮兮地带孙子孙

女，想养花养花，想遛鸟遛鸟，想埋首故纸堆

做研究写文章，也完全没问题。

“什么年龄做什么事”，那是社会给的枷

锁。不走寻常路的薛敏修收获了很多赞誉。

笔者也希望，其他像薛敏修一样的“叛逆者”，

也能得到更多宽容。

81岁仍可当学霸
何必恐惧成为“叛逆者”
张盖伦

在中国市场舞台上，“低调”许久的 LG

手机，因其退场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据报道，

LG 于近日宣布“手机业务退出中国”。但这

或许只是退局大戏的开始，未来手机厂商的

“谢幕”或将成为常态，LG不会是最后一个。

评价今天的手机产业，业内人士常会用

“红海”一词，甚至是“血海”。竞争激烈的原因

则在于，如今已不是十多年前智能手机产业

的孕育期，而早就步入了成熟期。市场竞争

进入白热化阶段，内有华为、小米、OV等厂商

群英割据，外有一直盘踞市场前列的苹果、三

星等国外智能手机品牌。同时，一众“小字辈”

如锤子、一加、360等实力亦不容小觑。

大小“船舶”都装备精良，欲在红海中一

决雌雄。然而，“船”虽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

高级，但“海水”却越来越少，甚至快没了。知

名市场研究公司Canalys日前发布了关于中国

智能手机市场的最新报告，数据显示中国智

能手机市场年度出货量在 2017 年同比下滑

4%，这在中国智能手机发展史上尚属首次。

“海水”少了，能抢占一席之地的，必是“巨

轮”。急风险浪中，马太效应愈加明显——强

者愈强、弱者愈弱。华为、小米、OV等国产厂

商中的佼佼者，一路高歌猛进，角力所剩不多的

市场份额。在上述报告中，2017年第四季度，

华为以2400万部位列出货量榜单第一名，而且

实现了同比9％的逆势增长，全年出货9000万

部。OPPO、vivo的出货量分别下跌16％、7％，

但依旧保住了第二、第三的位置，并在2017年

实现了两位数的年度增长。

这其实也是 IT 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符

合信息科技领域“70—20—10”定律。当某个

信息产业发展成熟后，一般在全球容不下三

个以上的主要竞争者。“老大”成为行业主导

者，占据了约 60%到 70%的市场份额，“老二”

（可能还会“老三”）则有自己稳定的 20%或

30%的市场份额。剩下的一群“小猴子”数量

虽多，但却只能占到 10%甚至更少的份额，它

们基本上唯“老大”马首是瞻。

如今的手机市场，依稀可见“老大”和“老

二”（或“老三”）的身影，而剩下的“小弟”或许

只能跟着“喝点汤”。逐利是商人的天性，谁

又甘愿只是挣点“小钱”？于是，看不到利润

的企业转身离场、寻觅别处“海洋”，就变得顺

理成章。

LG走了，下一个会是谁呢？

LG退场
或许是集体谢幕的开始
许 茜

近日，上海市松江、奉贤等地出现一批名

为“Hellobike 哈罗单车”的白蓝相间的共享

单车。上海市交通委对发现的单车组织了实

地检查，认定哈罗单车此次投放新车未向市、

区两级管理部门报备，属于违规行为。

单车监管已经进入“虎牢关”。不久前，

北京市交通委曾表示，从去年 9 月，北京下

发共享单车新增禁令至今，几个月来共享单

车总数减少 15 万辆。应当说，这种应急性

的措施的确遏制了共享单车泡沫带来的市

政问题，但行业如何发展，简单的限量是无

法解决的。

2014 年以来，共享单车迅速发展。短短

3 年内，全国各类单车总数超过 1 千万，北京

市就达到了 235万辆。一时间，乱停乱放、挤

占车场路面有之，随意破坏、旧车堆积如山有

之，种种单车乱象比比皆是。相关部门介入

管理正逢其时。

然而，政策包里先亮出来的却是最省事

的“限量”。直接限制单车总数，只许减不许

增。这一政策的逻辑是，种种问题归因于“单

车总数过剩”。然而，单车数量真的过剩了

吗？判断供给的首要依据是百姓需求：每日

下班后，在京城各商圈的写字楼群里，平时摆

满单车的街道瞬间就“空无一车”，普通市民

的生活中单车显然是不足的。

那么单车乱象的问题到底在哪儿？

问题无非那几样：乱停乱放、车乱占地

儿、废弃车辆堆积等。仔细琢磨就会发现，这

几样都不是因为真的车多。“限量”这个药方

并不对症。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落实“自行车交

规”，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各企业在软件内

针对违停等行为用奖惩来引导；再看车乱

占地儿，这同样不是真的“车多”，而是现在

的自行车车位少了。说白了，是配套设施

跟不上新鲜事物的发展。因此，可以在地

铁站等交通枢纽附近设置相应数量的停车

点、甚至可以建设“自行车停车楼”。同时，

引导企业对单车进行改良，减少单车占用

的城市空间。

单车种类繁多无序竞争的问题，一方面

应当理性看待：市场充分竞争的必然现象，在

优胜劣汰后低效产能自然会减少；另一方面，

也需要管理部门对单车企业进行协调、统筹，

打破企业间的界限，实现不同企业用户间的

“单车共享”，就可以在满足更多群众需求的

前提下整合供给，优化数量。

共享单车问题的真相是绝对过剩，相对

不足。共享单车总量相对市政设施与管理配

套来说，的确太多了；相对百姓需求来说，却

仍然是不足的。在还没有满足群众需求的时

候，为了迁就匮乏的配套服务与社会管理而

限制供给，恐怕不是一剂良方。

共享单车限量供应
不过是削足适履
王鹏飞

思考和应用
是更高层次的阅读能力

阅读量大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这归

根结底只是一种获取信息的手段，如果仅

仅满足于获取信息，而不加以思考和应用，

恐怕“阅读”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了。早在

2000 多年前，孔子就说过“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而对于只会读书、不会实

战的人，人们也会批评他“纸上谈兵”。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思考和应用，可以认为是

一种更高层次的“阅读能力”。

——土土绒（《中国青年报》）评中山大
学 2017级中国史博士生李自豪以 623册
借阅量位居中山大学2017年新生“借阅达
人榜”第二名

片面强调论文的“出身”
不利于提升期刊质量

毋庸置疑，鼓励并引导国内科研人员

在国外知名期刊发表成果，对增强研究显

示度，促进国际交流，倒逼国内科技期刊提

升办刊品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如

果片面强调论文的“出身”，以期刊的影响

因子来衡量论文的学术水准，就会扭曲为

一种简单粗暴的评价，反而不利于引导正

确的科研价值取向。在运行管理机制和考

核机制的双重困境中，国内科技期刊办刊

经费紧张、专业人才匮乏，反过来又影响期

刊质量提升。如此反复，久为沉疴。

——斐渔（《人民日报》）评中国首次超
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科学出版物总量最多的
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