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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检 查 检 验 结
果 互 认 共 享
带 来 的 好 处
很 多 。 个 人
省 了 一 笔 费
用，医保基金
也 减 轻 了 压
力，是利国利
民的大好事。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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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间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是老

百姓呼声很高的改革项目，也是医改的重

要内容。

日前，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从杭

州市卫健委获悉，继杭州市所有公立医疗

机构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后，杭州市医

检互认平台完成了同省浙医互认平台的

对接，实现了杭州市公立医疗机构同浙江

省级医院、各地市市级公立医院间医学检

查检验结果的互认共享。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带来的好处

很多。对个人而言，最大的好处自然就是

省下了一笔费用，也免去了患者去不同医

院就医时，需要重复在各个检查项目间辗

转奔波的烦恼。医院呢，盘活了医疗资

源，避免了过多的重复。对医保而言，则

是降低了负担，检查检验费用已经占据了

医疗费用的很大一块，检查结果互认以

后，个人得实惠，医保基金也减轻了压力，

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需要直面一些问

题，比如，有人可能会担心，各级医疗机构

的水平有差异，会不会产生检查结果不同

的现象。也有医院出于各种原因，更倾向

于信任自己的检查结果。市民和院方有

这样的担心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医生诊

断还是要依据各种检查结果的，检查报告

一旦出错，也会影响治疗手段的准确性。

这提醒我们，推行检查结果互认以后，对

检查检验结果的准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各级医疗机构都需要对自己出具的报

告负起责任来。

所幸，这几年各地的医疗机构水平都

在提升，甚至许多县一级的中心医院设备

都已经非常先进了，原本因为各家医疗机

构水平不一，导致检查结果不一致的情况

从根本上得以改变，患者可以从容选择，

不必有太多顾虑。

另一方面，卫生部门也需要建立责任

的溯源追究制度，防止因为不同环节的不

同主体产生医疗纠纷和法律责任难以厘

清的问题。

还有就是如何来平衡利益的问题。

重复检查、过度检查问题由来已久，是有

很复杂的成因的，互认从来都不是一个单

纯的技术问题，还有利益问题。拿医院来

说吧，推行互认以后，很显然，部分医院的

利益就要受损。只有明确医院公益的属

性，不要让“增收”成为医院的主导，重复

检查、过度医疗的问题才能得到有效遏

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事实上，过度医疗的问题不仅医院存

在，患者中间也有一定的基础。个别人甚

至将各种检查当成了“免费体检”，反正有

医保兜底，自己掏不了几个钱，不查白不

查。这种认知过于短视，不要以为检查多

就是好事，医保是一个大池子，大家都在

同一个池子里，这边用多了，那边必然就

少了，重复、过度医疗必然会挤占宝贵的

医保基金，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看似没有

过多地增加居民的负担，但其实最终还是

大家来买单。

医院互认检查单，就是向过度医疗说不医院互认检查单，就是向过度医疗说不

杭州市人民小学发生“20 元风波”，有同学帮另一同学做题，每道题收费 2 元，另一同学预付了 20 元零花钱，后来

却后悔了，觉得题目简单自己会做，然后两人开始吵架。班主任发现互助变“互利”后，要求帮同学做题的学生退还钱

款。那名小学生当场表示不服：凭智慧赚钱，为啥要退？

那么，帮同学做一道题，收2元，到底行不行？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的两位评论员，就这一事件，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教同学一道题收2元，行不行？
换个角度看，还是坚定喊出“我反对”

那种认为“我
凭 智 慧 赚 到
了钱，凭啥退
还”的说法，
实 际 上 混 淆
了是非，要特
别注意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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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孩子来说
其实想听到表扬和肯定

本报评论员高路：看到孩子们如此“锱
铢必较”，不禁让人捧腹。简单地用金钱来
衡量付出和回报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一点
老师的坚持没错，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
看这个问题，答案就要丰富很多。

孩子真的是想得到那几块钱吗？当下
的经济条件下，恐怕不能这么理解，其实孩
子享受的是帮助别人的乐趣和得到表扬或
者肯定的满足感。

奖励的方式有很多，口头上的，记在本
子里的，不一定非拿金钱来衡量，而且很多
事情也没有办法用金钱衡量。所以，如果
我们以别的形式来替代金钱和物质的奖励
就会好很多，比如奖励大红花，还有，让乐
于助人的小朋友承担更多的责任，当个值
日班长、小组长什么的。这其实也是一种
肯定方式。

孩子的世界很单纯，对世界有自己的
一套认知方式，家长和老师要当合格的引
路人，就需要与孩子交心交朋友。金钱的
诱惑力有限，反而是老师的肯定表扬和同
学们认可的掌声更为可贵。这可以理解为
是一种快乐教育，让赞美声陪伴孩子的成
长，引导孩子向上向善。

不得不说，我们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

育在表扬和肯定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我
们不善于表达自己的喜欢和欣赏，总觉得
表扬是肤浅的，应该敏于行而讷于言。其
实这两者并不矛盾，批评是鞭策，表扬同样
也是助力，有时候适当的表扬会让孩子更
勇敢更自信，也更符合孩子的心智。

而且大人们习惯于从成绩而不是从生
活细节上表扬孩子，这让我们的表扬总是
带着功利色彩，成绩好的一切都好，成绩不
好其他优点也被视而不见了。单调的评价
体系，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

教同学做题收费
我反对！

本报评论员陈江：这件事情说到底，是
帮同学写作业收费闹出的纠纷。老师要求
收费的学生退款，还在班级开会讨论，我觉
得老师的认知清晰，三观很正，必须要狠狠
地点个赞。

按理说，写作业是学生的分内之事，完
全没有理由假手他人。但现在有了这种

“我教你做道题，你付我 2 元钱”的事，原因
是复杂的，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孩子。撇
开作业数量过多，难度过高等因素，这个事
件折射出不少问题，模糊了社会服务等诸
多概念，老师和家长们千万不要小觑。

现在是商品经济社会，孩子们的脑子

是真活络，自己不会，可以花钱请人帮忙；
会的同学也觉得，我教人写作业，付出了智
慧与劳动，得到一点报酬也属正常。一个
愿买，一个愿卖，有何不可？问题就在于
此。学生到学校来干什么？学习。写作
业是巩固学习效果和知识的重要方式。
而知识是买不来的。尤其对买方同学来
说，你到学校来，自己不好好学习，浪费
父母的心血和金钱，还浪费了自己的学
习机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买作业是
对自己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耽误自身的
前途。

同学与同学之间，本来应该互相帮
助，互相进步。结果在做题做作业上，变
成了买卖双方，纯洁的同学情谊竟然成
了赤裸裸的利益交换。遇到困难，可以
用钱解决。久而久之，会让孩子们误以
为“金钱是万能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事
情，影响他们的金钱观与价值观，影响他
们的成长。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件“花钱买服
务”，“付出劳动得到报酬”、“有偿帮助”的
事，其实不然。这些认知成立的前提必须
是，服务是正当的、劳动是合规的、帮助是
合乎道德的。如果行为的正当性不存在，
结果必然导致错误。那种认为“我凭智慧
赚到了钱，凭啥退还”的说法，实际上混淆
了是非，要特别注意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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