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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高考语文作文试题中，全国新

高考Ⅱ卷作文试题是一道颇为特别的“漫画

题”：要求考生根据“人”字漫画，写一篇能够

反映自身的认识与评价、鉴别与取舍，体现

新时代青年的思考的文章。

“人”字只有简单的一撇一捺，但如何“做

人”却是一个千言万语说不尽的话题。“逆锋

起笔，藏而不露”，“中锋用笔，不偏不倚”，“停

滞迂回，缓缓出头”⋯⋯看似写“人”字却寓意

丰富，这道作文题引发了公众深思。

据澎湃新闻报道，河南郑州一位妈妈带

儿子到公交总站还 1 元钱。她说，上午送儿

子坐车时，手机出现问题无法刷卡，司机未

收钱让孩子先乘车，不还钱心里不踏实，所

以特意带儿子来还钱。

“平凡小事，最美心灵”，“这就是最好的

榜样”，“诚实守信中华美德”⋯⋯这位妈妈

的做法，生动地展示了“人”字的一种写法，

赢得网友一片称赞。

前不久，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曾

报道过类似的一桩“小事”。杭州146路公交

车车队收到一封很特别的信，是一位小乘客

承认错误的道歉信。信里说，他是一名小学

生，经常乘坐 146 路公交车，4 月底一次坐公

交，原本应该投币一块钱，他悄悄换成了一

毛钱。妈妈发现后告诉他，这样是不对的，

于是他写下了道歉信，并附上了一张十元

钞、一张五元钞和一枚一元硬币。

两起事件，细节有所不同，却有异曲同

工之妙——两位妈妈都通过这样的“小事”，

向孩子传递了诚实做人、不占小便宜的人生

大道理。

有所不同的是，河南郑州的这位妈妈只

是因为手机出现问题无法刷卡，不存在“揩

油”，不去还钱也不会有人说什么。但是，她

带上儿子去公交总站还 1 元钱的“小题大

做”，是对孩子的一次深刻教育，足以让孩子

获得一次成长。

“不还钱心里不踏实”，不是什么豪言壮

语，这种质朴的话语却最能打动人心。一位

普普通通的母亲，做了一桩似乎不起眼的

“小事”，却赢得了公众由衷的敬佩。这沉甸

甸的 1 元钱胜过万语千言，相信一定会给孩

子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领悟如何才能把

“人”字写得端端正正。

不同的人写“人”字，或多或少都存在一

定差异，但无论怎样千人千面，做人的根本

道理应该是相通的。妈妈带儿子到公交总

站还 1 元钱，给高考作文“人”字漫画题提供

了一种写法，其展现出的智慧，值得为人父

母者学习。

“人”字怎么写，父母先要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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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高考陆续结束，后高考时代开

启。

高考的结果从来都是”几家欢喜几家

愁”的。成功者雀跃，失利者沮丧。因为各

地情况的不同，考生对于高考后的安排也各

不相同。有的以放松庆祝为主，约上三五好

友远足、旅游，或者聚餐等等，有的可能只想

一个人静静，或者会选择借酒消愁，这些都

可以理解。可是，不管是庆祝，还是宣泄，都

要适度、平安。

读书不易，高考不易，高考后放松是必

须的。然而，放松应该有安全的尺度：违法

乱纪的事情不做；有损自己或他人健康的事

情不做。

今年浙江高考作文题是“得与失”：“有

人把得与失看成终点，有人把得与失看成起

点，有人把得与失看成过程，对此，你有怎样

的体验与思考？”感觉这一问题放在高考本

身也很合适。

不知道考生将高考的得与失看成什

么？窃以为有的考生会将它当成一段学业

的终点，有的考生会将它当成检验自己的过

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高考的得与

失如何，接下去的后高考时代就是你的新起

点！

近日，网上热传一个段子：

考试是个点，人生是条线

没有人因一次考试赢得所有

也没有人因考试输掉一生

其实文凭不过是一张火车票

重点的软卧，普通的硬卧

专科硬座，民办的站票

车到站，都下车找活

才发现老板并不太在乎你是怎么来的

只关心你会干什么⋯⋯

确实，即便是全民重视的高考，也不过是

漫漫人生路上的一个节点，成或败都只是一

小段，后续的人生有无限可能。

后高考时代，得意不必忘形，失意不可

颓废。青春正好，来日方长。先放松，再起

航，无论是深造、复读或者搬砖，都要做一个

元气满满的追梦人！

后高考时代，得与失都是一个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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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看病，最怕的就是医保报销问题。

如今各地在推进的医保电子凭证，是一个比

较理想的解决方案。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来

自义乌的张女士近日在杭州中医院办理出

院手续，连医保卡都没用，拿出手机打开二

维码一扫，就完成了支付。这是医保电子凭

证的一个典型应用场景。

这意味着，在杭州乃至浙江全省，医保

电子凭证已经得到普遍推广，民众看病就医

结算可享受到更大的便利。如果医保电子

凭证能够在全国推广，实现全国“一码通”，

困扰人们多年的异地就医和医保异地结算

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医保电子凭证于 2019 年 11 月上线，是

由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统一签发，基于医保基

础信息库、为全体参保人员生成的医保身份

识别电子介质。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推进、

全国统一、全国通用的数字化医保身份凭

证。

不过，这里的全国通用要先打个引号。

虽然医保电子凭证上线一年多了，但是截至

去年 9 月底，全国累计激活用户近 2 亿人，现

在人数应该多一些，但相对于全国参加基本

医保的 13.6 亿人（2020 年数据）来说，仍有很

大差距。

可以说，医保电子凭证是方便就医和解

决异地结算的首选方案。相对于原先采取

的传统的异地医保互认等措施，医保电子凭

证充分发挥了数字化和大数据的优势。开

拓医保电子凭证的激活渠道，可以让更多人

享受到数字化民生服务的便利。

和医保电子凭证类似，像婚姻登记、户

籍业务等也有跨地区办理的客观需求，为办

理这些业务，以前很多人要特地回户籍所在

地，来回奔波。如今，一些地方和部门利用

数字化技术，推进跨省通办。如 6 月 1 日开

始，辽宁、山东、广东、重庆、四川开始实施结

婚登记和离婚登记“跨省通办”试点。又如，

公安部计划在2021年底前，实现开具户籍类

证明和工作调动户口迁移、大中专院校录取

学生户口迁移、大中专学生毕业户口迁移等

6 个事项在全国范围实现“跨省通办”。这些

都是非常有益的探索。从中可以看到，实现

民生服务跨地区通办，离不开政府部门的主

动作为和积极推动。

政务和民生服务的数字化革新，是公共

管理与服务的一项重要命题。要做好这件

事，除了善于运用科技手段作为依托，还要

本着以人为本的民生理念，不断突破障碍、

攻克难关。全国通用的前提是跨省通办，而

跨省通办的基础又是跨市、跨县通办，每一

个节点都需要不断探索、积极作为。

只有这样，民生服务才能插上数字化翅

膀，让百姓真正享受到科技革新的福利。

民生服务数字化，百姓才能更多受益科技革新民生服务数字化，百姓才能更多受益科技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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