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河南近 40 名专家跳槽到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简称郑大一附

院）引发各方关注。23日，据央广网报

道，集体跳槽团队或将退回原单位上

班。

都说大树底下难长草。郑大一附

院作为一家综合性医院，实力雄厚，不

过这次郑大一附院的做法的确欠妥。

正如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一位副院长

所说：“我们心外科一个病区，现在几

乎瘫痪了⋯⋯心外科一下子就走了14

个人。事先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连法

定的执业地点都没变更，这边还等着

出诊、查房，那边可就任命职务上班接

诊了。”

按照法律规定，劳动者要提前三

十日通知用人单位，才有权提出解除

劳动合同。同时，在执业地点没变更

的情况下，直接去新医院可以算非法

行医。

据报道，这些集体跳槽的专家平

均年龄 42.3 岁，专业集中在心血管疾

病学科和与之相关的重症救治及其辅

助学科。建设心外科要求非常高，想

要培养出一名优秀的心外科医生需要

花费漫长的时间。郑大一附院想在心

外科方面做出突出成绩可以理解，但

应当采取合理合法的方式。

郑大一附院作为一家有实力的综

合性医院，得到的相关政策和资源倾

斜本就远超下级医院，如果利用这些

优势再虹吸其他医院的医疗人才，特

别是一挖就是一个团队，让一些医院

的科室出现运转困难，这与国家推动

分级诊疗、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相

违背，也不利于构建良好的医疗服务

格局。

郑大一附院的做法并非个例。针

对这种情况，早在 2020 年 7 月，国家卫

健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联合发

出通知，明确提出禁止上级医疗卫生

机构从下级医疗卫生机构“虹吸式”抢

挖人才，目的是要保障医疗资源的相

对平衡，有利于百姓就医。

医疗资源一旦集中到某一家医

院，致使其一家独大，并不是件好事。

这必然导致小医院缺乏人才，大医院

人才过多，医疗资源不能充分利用，患

者就诊更加困难。

像郑大一附院这样滚雪球般的大

规模挖人，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最终

还有可能会造成医疗垄断。

鼓励人才竞争、人才流动没错，但

优质医疗资源应当均衡分布，医疗行

业也不应当以其特殊性为由带来行业

垄断。

“虹吸式”挖人引争议
医疗资源不能肥了这头瘦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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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运会宣布延期后，“焕然一
新”的体育场馆何时重新开放，成了不
少市民关注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
下，黄龙体育馆和杭州体育馆等亚运
场馆的相继开放运营，迅速集聚了超
高人气。

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随着时
代的发展和观念的进步，健身热潮呈
席卷之势。基于民众的诉求和国家民
族长远发展的考量，2014 年国务院就
已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之
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又将
实现国民健康长寿视作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的重要标志。

为了满足公众的健身需求，从城
市到乡村，政府大力推进健身场馆建
设，尽可能地让民众在空闲时间能拥
有锻炼的场所。令人遗憾的是，在日
渐逼仄的城市空间，市民健身娱乐需
求在持续增加，而相关设施却难以做
到同步增长。

杭州举办亚运会，除了展现杭州
的魅力与风采之外，改造和新建的体
育场馆，也会极大改善提升杭州市民
的运动健身条件。正是秉承这样的初
心，很多场馆建设之时就充分谋划赛
后利用方案，所以才能在短时间内做
到还馆于民。

亚运会延期了，但杭州人对运动
的热爱不延迟。黄龙体育馆重新开放
的第一天第一场就有人卡着点来打
球。夜场爆满，需要提前一周抢着预
订。全新的运动地板、音响、灯光、双
LED 大屏等设备，满足各类体育赛事
和公共活动需求⋯⋯运动不只是“动
起来”就可以了，不同的场馆设备给人
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站在全新的

“高配”场地之中，提前享受亚运红利
的感觉当然“爽”多了，这让不少人由
衷发出“体验感比以前好太多了，我们
太幸福了”之类的感慨。

在物质生活早已今非昔比的当
下，精神层面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的幸福感。在国家
提倡全民健身的大背景下，亚运场馆
及时提前惠民开放，融入市民生活，用
实际行动彰显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有效提升了市民获得感和幸福感，值
得点赞。

据悉，黄龙体育中心的空中跑道、
游泳跳水馆泳池、室外田径场跑道等
亚运竞赛场馆（区域）将于六七月份陆
续向市民开放。期待其他亚运场馆也
能积极落实还馆于民精神，做到应开
尽开、尽早开放，让更多市民及早享受
亚运红利。

亚运场馆对市民开放
这份获得感很实在
亚运场馆对市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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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必验，验码必严”
需要严格执行

5 月 21 日，杭州发布全面推进“场所

码”扫码核验工作的通告，确定了第一批

重点场所名单，其中包括出租车和网约

车。5 月 22 日，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走访部分重点场所发现，一些出租车、网

约车既没有要求出示健康码，也没有要求

扫场所码。

针对这一情况，杭州市交通运输部门

回应，对执行不到位的企业和司机，将进行

通报，同时全力推进管控政策落地落实。

出租车、网约车流动性大，来往的又

往往是车站、机场、商业综合体这样人流

比较密集的场所，严格执行“扫码必验，验

码必严”也是为了精准防控的需要，为了

保障大家的安全。

部分司机在执行相关规定时打折扣

的情况让人担忧，说明在一些领域，疫情

防控还存在薄弱环节，一些人还存在麻痹

大意思想。

疫情当下，容不得马虎应付，更容不

得心存侥幸。绳子总在细处断，我们需要

将这样的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此次，针对记者走访了解到的情况，交

通运输部门能及时回应，作出部署和安排，

多种方式推进管控政策落地落实，既体现

了对民生的关切，也是尽职尽责的表现。

本报评论员 高路

幼儿整牙热背后
警惕“整人”套路

近年来，口腔正畸风靡一时，一些商

家将眼光投向了低龄儿童口腔市场。《法

治日报》记者近日暗访了北京、天津等地6

家连锁口腔诊所，发现为两三岁孩童咨询

和做口腔正畸的家长越来越多，有的口腔

诊所甚至建议一岁半的幼童佩戴矫正

器。采访中还发现：竟然有 3 岁的孩子，

每天戴牙套24小时！

这一现象背后，是家长的“颜值焦虑”

和商家的营销话术，事实上，口腔正畸过

度低龄化正在蔓延。大家都知道，牙齿矫

正是个痛苦的过程，现在却让我们的孩子

过早尝到了。3 岁娃每天戴牙套 24 小时，

想想都觉得残忍，这是在“整牙”吗？

现代都市，无论男女，美貌的要件，怎

么能少了一口好牙？不整齐、不够好看，

那就矫正，采取非常手段进行干预，专家

说越早越好呢。只要家长肯花钱，不信美

牙唤不回。

问题是，牙齿矫治，真的是越早越好

吗？中外许多研究显示，“早发现早治疗”

的概念在儿童领域未必全是正确的。就

拿口腔正畸来说，儿童在 8 至 10 岁时，上

颌骨发育最活跃，此时矫正才事半功倍。

家长们应该冷静下来，不要被一些诊所忽

悠，让自己对孩子的爱，被某些不良商家

所利用。

是时候采取一些干预手段，给小朋友

的整牙热降降温了。相关部门要加强对

医疗机构的监管，对一味制造家长“焦

虑”，从而赚取“不义之财”的口腔诊所、儿

科诊所，进行有效阻止，打断那些商家牟

利的“捷径”，让医学的回归医学。当众多

家长焦虑褪去，孩子成长就会更快乐、更

健康。 本报评论员 陈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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