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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某医院的日门诊量，据

说已经突破了每天4万。这

是加大卫生投入的初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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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育需要从繁重的重

复性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走向真正的素质教育。严格

的管理是为了确保教育的初

衷不被架空，教育的未来不

被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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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者说

“华杯赛”组委会扩大会议决定：“华杯

赛”组委会将向教育部呈报申请重新核准，在

重新核准前，决赛活动暂缓举行。

小学阶段的奥数竞赛到底是怎么一回

事，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奥数本无罪，但奥数

热并非正常现象。一个只适合极少部分人的

竞技，愣是给玩成了大众游戏，原本是为特殊

人才准备的选拔竞赛，愣是成了基础教育的

一部分，不管成绩好坏都在学，也不管有无天

赋兴趣都在学，这样的奥数早就走火入魔。

除了满足一些民办中学偏执的需求以外，意

义已经不大，关了也就关了。真正的数学人

才，也不是单靠比赛才能选拔出来的，从小学

到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路多得很，空间也大

得很，我们有很多机会发现人才，验证人才，

不用担心埋没了人才这样的事。

有些人担心，停了奥赛，会不会又演变出

别的什么考试来？过去的时间里，奥赛热走

走停停，反复过多次，相关部门也不是第一次

叫停了，可结果却是一次比一次反弹得更

高。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既然是作为升学凭

证存在的，眼下，这个凭证没了，必然会有另

外一些变种填补空白，这表明，不从根本上改

变唯成绩论的升学模式，回潮的可能性是很

高的。这是一个综合性改革，不能指望“叫停

一招鲜”解决问题。

叫停风波中一个争议的主角——民办中

学，也需要反思一下自己的教学行为，真正回归

到有教无类的教育宗旨上去。靠各种考试玩掐

尖游戏的路基本上是死路，社会反对，学生及家

长不堪重负，它也不具备可持续性，社会不可能

放任自流。与其随波逐流，在政策的紧紧松松

中迷失方向，不如化被动为主动，摆脱对奥数的

依赖，趁早改弦易辙，另想办法为好。

华杯赛暂停是一个风向标，代表的是教

育由精放式、倡导式的管理向精细化管理的

转向。此前，教育部等四部门决定联合开展

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整治，措施严厉，力度空

前。更早一点，教育部门出台的《义务教育学

校管理标准》，更是细化到要求“保证每天小

学生 10 小时睡眠时间”的程度。这些看来琐

碎的规定其实有很深的用意。

中小学教育需要从繁重的重复性脑力劳

动中解放出来，走向真正的素质教育。当各

种应试教育形成气候，形成裹挟能力时，不能

指望个体力量的自我救赎，必须依靠规范的

强有力介入。严格的管理是为了确保教育的

初衷不被架空，教育的未来不被透支。

不能指望叫停杯赛解决所有问题

日前，网上国内某医院的一份成绩单，引

起了网民的争议。在 2017 年度医院表彰大

会上，该医院自豪地披露了一组数据：床位接

近１万张，年门诊量 700 万次人左右，年手术

台次36万人次，业务收入轻松突破百亿。

如果把医院当做一个上市公司看待，这

确实是一份令人满意的年终报表。然而，作

为一家以人民群众健康为核心的非盈利性公

立医院，部分网民对这份成绩单做了另外的

解读。

这几年，我国的医疗投入和医疗资源的

扩展力度都已经非常大，但是，为什么到医院

就诊的病人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增多呢？国

内某医院的日门诊量，据说已经突破了每天

4 万左右。这是加大卫生投入的初衷吗？如

何切实提升群众的就医获得感，2018 年，以

下几方面值得我们期待：

其一，医疗改革方向问题。全国的卫生

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卫生工作重心必须转

移，以“健康”为中心，替代以往的以“疾病”为

中心。现在医院从事的检查、手术、吃药等临

床工作，只是健康工作中的一环而已，这就会

大大减少三甲医院医疗压力。

其二，分级诊疗。目前中国医疗困窘的

现状不是资源的缺乏，而是资源分配的不平

衡。某些三甲医院拥挤不堪，而社区基层医

疗机构门可罗雀。为什么？缺失一个全科医

学和真正意义上的家庭社区签约医生制度。

一家床位近 1 万每天门诊量几万的医院，绝

不是三甲医院的目标。医疗资源下沉，分级

诊疗，是医改的关键。

其三，政府对医疗的投入应当大幅度增

加。政府对医疗的投入，在全世界范围内相

比，还处于一个相对滞后的位置。政府对公

立医院的投入必须到位，公立医院院长也不

必为医院的发展和“油盐酱醋”做稻粱谋。

每年的医院工作会议上，成绩单晒哪些

内容，尤其重要。大型公立医院就应该多晒新

技术突破、新设备研发、新课题申报、重大疑难

疾病解决能力、对基层的培养等等，基层公立

医院则应该晒在社区解决了多少常见疾病、服

务了多少慢性病人，做了多少次健康巡查、健

康宣教等等。这也才是公众的真实期待。

（作者系医学博士，浙江大学医学院康复

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康复医学会副会长）

医院院长的年终成绩单，晒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