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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新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会上，甘

肃省卫计委主任刘维忠重点介绍了医改的

“甘肃经验”。为了引导甘肃城乡居民使用

中医药，甘肃的中医药实现了100%报销。（4
月13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实行中医药100%报销政策，可以引导民

众尤其是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众舍弃看西

医而去看中医，能够一举两得。一方面，这能

促进中医药的发展，提高中医大夫的收入，吸

引更多的人从事中医工作。而且，能减轻政

府财政在医保上的负担，保障医保体制健康

运行。另一方面，能够直接减轻患者的医疗

负担，有效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然而与此同时，带来的弊病也显而易见。

我们必须看到，中医与西医有各自优势。西医

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有些疾病就是需要

医疗器械检查，需要使用西药诊疗手段治病，

需要西医做手术，中医的望闻问切诊疗法看不

了、治不好。在中医药100%报销好政策的引

导下，一些低收入群众特别是看西医看不起的

群众，很有可能连中医无法医治的疾病也去选

择看中医。如此一来，就耽误了看西医的时

间，耽误了疾病的医治，甚至影响患者的生命

健康。即便后来转向看西医，但在这个工程中

却徒增了没有必要的看中医费用，这不是医保

总负担降低就表示这笔冤枉钱花得值。

一言以蔽之，中医药 100%报销是把双

刃剑，能促进中医药发展，破解群众“看病

难”，但也可能耽误群众看病，不利于患者治

病。发展中医不能盲目引导群众一味地看

中医、吃中药，患者看病还必须回归到对症

下药的根本上来，要选择性分类看病，不能

把看中医当成治疗所有疾病的灵丹妙药，该

去看西医的还得去看西医。

SHI SHI LUAN DUN时事乱炖 中医药100%报销是把双刃剑
□何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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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记忆力的小事

①运动：促进脑部血液循

环，提高灵敏度；②多说话：表

达能力高的人，记忆力较好；

③将信息图像化：运用视觉或

语言上的联想可以帮助记忆；

④给自己出点难题：上班选择

不同的路线、用非惯用手刷

牙，这些练习能增强认知功

能；⑤学会放松：紧张时记性

往往更差。

@人民日报

FEI CHANG DAO非常道

人民日报评徽州被黄山替代：
重要历史地名不妨考虑恢复

不是所有地名都必须恢

复旧名称，但像“徽州”这样重

要的历史地名，不妨考虑恢

复。毕竟，没有“徽”，哪来“安

徽”？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

无 疑 给 了 我 们 一 次 新 的 契

机。通过普查，来一番梳理，

让中国的地名更具有历史沿

袭性、更富有传统文化特色，

让新起的地名更能体现中文

之美，更有丰富内涵。当然，

这需要各地政府，有勇气面对

过去。珍爱地名，回家的路，

再远，也很近。

92岁前化工部长秦仲达
质疑最大海外并购：亡族灭种

今年 2 月，中国化工宣布

以近三千亿人民币收购瑞士

农化巨头先正达，创下了中国

海外并购的历史纪录。

92 岁前化工部长秦仲达

日前在接受专访时称：中国

应该反对转基因产品推广和

高危害农药化学品的应用。

秦仲达呼吁，“这个对中国人

民和整个人类灾难性的跨国

并购，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

民都坚决反对！！中国化工

集团必须立即停止这场导致

亡族灭种的自杀式收购！！”

“以酒量论成绩”
这老师醉得不轻

□赵志轩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

格力以旧换新 省钱省心
2002年，陈大姐一家搬进钢铁新村，

花了三千多块钱买了当时比较畅销的格

力小绿洲，之后空调便一直用到了现

在。十几年过去了，这台空调在带给陈

大姐家凉爽与温暖的同时，机子也印上

了时光的印记，外壳开始泛黄，制热效果

也没那么好了。

“女儿让我换一台，我觉得有点浪

费就一直懒懒的没动。”前几天，陈大姐

在电视上看到格力以旧换新的广告，灵

机一动，就跑去格力专卖店问问。这一

去便敲定了一台新空调。“导购员跟我

说，以前的老空调能效等级比较低，而

且空调时间用久了，效果差、费电，还有

细菌。我觉得很有道理。”导购员的介

绍让陈大姐坚定了换新机的决心。

谈到格力的以旧换新政策，陈大姐

连连称赞，“这个政策对我们普通老百姓

太好了，老机子直接给我们抵扣了一

千。而且我是格力的老用户，是格力的

忠实粉丝，我对格力产品很放心”。

看着墙上挂上的新机子，陈大姐一

脸灿烂的笑容。

老旧空调 最高可抵千元
像陈大姐这样，家中有老旧空调的

用户有很多。有业内专家指出，2005年

前的空调无国家能效标准，耗电量高。

由于使用年限过长，存在线路老化，易短

路等安全隐患。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还

会出现噪音大、滤网积尘多、细菌超标、

制冷剂氟里昂容易泄漏等问题，不仅降

低消费者使用的舒适性，危害身体健康，

还对环境造成多重污染。

为了响应国家节能环保政策，践行

“让天空更蓝 大地更绿”，格力一直主张

老旧家电以旧换新。据了解，本次安徽

格力的“以旧换新”便民活动，正在火热

进行中。如果您家的空调是 2005 年 12

月31日前购买的格力空调，购机换新可

直接抵扣1000元，其他品牌的空调换新

机也能抵扣380元到550元不等。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格力以旧换新

截止时间是本月25日，家有老旧空调想

换新的您，可前往各格力专卖店咨询，或

拨打0551-62666666电话咨询。

格力第29届免费维修月
同步进行中……

随着气温的稳步回升，夏天的脚步

已越来越近，夏季空调使用高峰期即将

到来，您家的空调还好吗？

4月1日，安徽格力第29届免费维修

月已如期启动，如果您家的格力空调有

任何使用问题，赶紧拨打安徽格力全省

售后电话0551-62666666预约登记，格力

将安排专业人员上门免费维修。在4月1

日—4月30日免费维修月期间，将免除一

切上门费、工时费、维修费（其中维修材

料，用户可自行购买，也可通过售后人员

代购），无论多少年前的格力老用户都能

享受免费维修。

3月25日—4月25日，格力“以旧换新”，最高可抵千元
家住省城钢铁新村的陈大姐，最近遇到了

一件高兴事。家中2002年购买的一台泛黄的

老空调，变成了一台崭新时尚的新空调，打开

制冷制热快速，还没什么噪音，“老机子抵了一

千，换成这个新机子只花了两千多一点。”陈大

姐乐呵呵地说道。对格力“以旧换新”便民政

策，陈大姐称赞不已。

“你们出去是干销售的，就是要会喝酒！”

说这句话的是贵州安顺职业技术学院中药制

药专业的一位顾姓老师。本月11号，该专业

的数十名毕业生经历了一场特殊的考试，考场

上没有试卷，而是数十个一次性纸杯和散装白

酒，考试成绩由喝酒多少来决定。（4月13日
《京华时报》）

对学生的毕业考试，试题出得灵活一

点、新颖一点，原本无可厚非。但如此愣是

拿着满满的一杯杯酒“做考题”——逼着学

生喝，要挟学生。在笔者看来，这与其说是

在考试，不如说是“嗜酒如命的酒鬼”在强行

劝酒更为合适。如此靠酒检验学生的“学习

成绩”，不但测不出任何实质结果，反而还可

能严重伤害到学生的身体。由此可见，这位

老师“以酒入考题”，看似用心良苦、颇具匠

心，实则醉得不轻、糊涂得不轻。

退一步来讲，即便，毕业生出去干销售，

也未必离了酒桌，就不能干出“好业绩”。销

售做的好不好，完全是靠个人勤奋与智慧决

定的，而不是靠是否能修炼成“酒鬼”和“酒

仙”决定的。假如按这位顾姓老师的销售逻

辑和推理，世界上那些销售精英和销售奇

才，岂不是一个个都是嗜酒如命的酒徒？仅

从这一点而言，这个顾姓老师，“以酒量论成

绩”的做法，很显然，不止是荒唐，更是对销

售本质理解有误。这样的老师，作为学生的

人生导师，岂不是误人子弟？

在我国传统的人情社会中，酒文化大行

其道，喝酒似乎成了“搞定一切”的法宝。但归

根结底，靠喝酒来完成工作任务，其本身就是

舍本逐末的具体表现。教书育人的大学教师，

原本是社会正气的培育者和倡导者，这个教师

以分数“绑架”学生喝酒，不仅闹出了笑话，更

丢了师德。故此，无论是还教育以净土，还是

为了维护学生的正常权益，依据相关规定，理

应对这样的“奇葩教师”做出严肃处理。

“点菜单收费”
也是一种欺诈
□张西流

上个星期六，镇江市民马先生来到镇

江城区大市口新开张的诸葛烤鱼店吃饭，

发现了一件堵心的事儿，点菜单也要收

费，一张菜单收一块钱，这让马先生感到

非常惊讶，从来没听说过点菜单还要收费

这样的怪事。（4月13日《扬子晚报》）
从表面上看，点菜单成本 1.2 元，仅

向消费者收费 1 元，这家饭店并无不

妥。然而，点菜单并非是一次性用品，每

张点菜单可以重复使用，直至损毁为止，

其成本极低。可见，每张点菜单向消费

者收费1元，实际上是一种欺诈行为。

再者，对于饭店来说，点菜单不是一

种商品，而是用于推销商品的一种工具；

既然不是商品，就不能对外出售，更不能

向消费者收费。就消费者而言，点菜单仅

是饭店提供的菜品指南，点完菜后饭店即

刻收回，而不是一种消费品；既然不是消

费品，消费者就没有必要为点完菜埋单。

显然，点菜单收费 1 元，不合情理。

然而，诚如当地消协所言，“商家的行为

显然不太合情合理，但是法律并没有规

定菜单不能收费，所谓法不禁止皆可

为。”问题是，“可为”并非意味着可以胡

作非为。从法律层面上来看，点菜单收

费 1 元，饭店事先要明示告知，这是前

提，如果事先没有告知、事后再进行收取

的，就涉嫌强制消费和欺诈。而现实情

况却是，针对点菜单收费1元，饭店既没

有明码标价，又没有尽到告知义务。

不可否认，按照《价格法》的相关

规定，餐饮等充分竞争的行业，经营者

在遵守明码标价的前提下，有权按照

市场供求自主定价。但有权自主定价

的是商品，而不是推销商品的工具，如

点菜单等。再者，餐饮企业与消费者，

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消费者明显

处在弱势地位，不仅信息不对称，而且

话语权也不对等，通常扮演着被动挨

打的角色。

因此，“点菜单收费”事件，再次给监

管敲响了警钟。首先，价格主管部门要

提高《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的执行力，

明确规定餐饮企业必须明码标价，不得

采取虚假优惠折价等方式诱骗他人消

费，更不能乱收费转嫁经营成本。同时，

要建立健全商品和服务价格监管机制，

完善价格监督检查制度，坚决查处各种

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