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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突发肺栓塞致心脏呼吸骤停，
经中南医院急救医生全力抢救，终于转
危为安。不过，患者的父亲事后找到院
方，称医生抢救儿子时剪掉了衣裤，导致
其裤兜里的500元现金、身份证等物品遗
失，索要 1000 元赔偿金。9 月 22 日，
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将凑的 1000 元
钱，给了患者家属。（9月22日《楚天
都市报》）

1000元钱，对于一位曾经命悬一线
且医疗费已花了十多万的患者来说，可
谓九牛一毛，不值得一提。这笔钱最后
由多名医护人员分摊，对他们来说也是
一个不大的数目，不值得为此较真。但
实际上，这千元“失物费”却具有典型的
意义。

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位患者的父亲
有些不通人情，儿子突发心脏骤停，随时
都可能死亡，幸亏医护人员奋力抢救，才

为儿子捡回了一条命，这位父亲感激都
来不及，何必为区区千元而与医护人员
撕破脸？但这位父亲无疑是憨厚的，他
认为一码归一码，感激是一回事，财物遗
失是另一回事，这种较真，其实是一种比
较稀缺的品质。

从这个角度看，这件事对医护人员
是一种警示。当患者处于突发疾病时，
多处于不能自保的状态，医护人员应该
保护好患者的财物。但只顾抢救生命，
不顾保护患者的财物，在急救现场是常
见现象，只不过受损财物往往不多，而且
家属不愿较真而已。医护人员需要认识
到，过去粗放式的诊疗已不可持续，大诊
室、粗嗓门、以数字代替姓名等大大咧咧
的做法，已显得极不合时宜。医疗服务
越来越精细，不仅要求诊疗精准，而且不
能忽视每个细节、每一种感受，医护人员
必须适应这种变化。

但另一方面，这一千元赔偿当中，也
包括一些不合理的内容。比如，被剪衣
裤就不该折算进赔偿款。在抢救患者
时，不管患者穿多么名贵的衣服，医生都
会以生命为重，当需要剪开衣服时，医生
会毫不含糊，这属于紧急避险，医生不应
承担责任。患者的父亲向医护人员索要
衣服费，显然属于过度维权，会让医护人
员感到心寒。这部分钱不应该给，也应
该一码归一码，不能因为钱不多而满足
不当诉求。

可见，这一千元钱的数目虽小，但事
情不算小。它不仅对医疗精细化服务提
出了要求，也是患者维权分寸的一次检
验。归根结底，这件事对双方都是一种
告诫，医护人员要更加重视患者的权利
和感受，而患者更应该体谅医护人员，不
能因为占了一点理，就夸大其词，或者把
不占理的诉求也提出来。

进入开学季，一项奇特的民间“学渣奖
学金”也进入了新学年的规划中。它的创
办人表示：“这个奖学金设立的初衷，是希
望获奖者以此为开始，坚持自己的兴趣爱
好，不被在校成绩、家人期待等条条框框所
绑定，并以此向身边的人宣告：虽然试卷上
成绩不佳，我们也会在其他事情上做得
好。”（9月22日《中国青年报》）

绩点不高于3.5（5分制）；正在坚持一
件有意义的事；在校大学生，包括大专——
细看“学渣奖学金”的申请规则，只要申请
者在校期间认真坚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情，便可获得“学渣奖学金”的青睐。这与
传统奖学金根据德行素质、发展素质和综
合成绩等因素层层筛选的评选标准似乎大
不相同，也就是说，“学渣奖学金”的设立，

意味着即使学习成绩不理想，只要坚持朝
着自己喜欢的领域发展，也将有机会拿到
奖学金。

某种程度上来讲，“学渣”其实只是互
联网时代，学生自我调侃的词汇而已，“学
渣奖学金”设立的初衷，也并非用来鼓励

“我学渣我骄傲”式的不思进取。透过“学
渣奖学金”，我们应该倾听的是，来自年轻
一代对改变奖学金评选中唯成绩论的呐喊
与呼声。

以“学渣奖学金”创立人陈裕明的亲身
经历为例，他曾带着创业项目去申报奖学
金，但老师翻看材料后却表示，其他学生绩
点更高、奖状更多，获奖胜算更大。类似的
尴尬在学生申请奖学金的道路上并不少
见，方才孕育了“学渣奖学金”。

应当肯定的是，目前不少高校也设立
了一些不以成绩排名为主要评选标准的奖
学金，用于鼓励积极参加国际国内各项科
学或科技赛事、在各类艺术活动中表现优
异、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实践的同学，学生在
不违反学校相关规定、不挂科的情况下，可
以申请此类专项奖学金。但问题是，部分
高校一等奖学金、校级奖学金等奖金数额
较大的奖项，学生成绩排名是一项硬性的
评选标准，这对于在其他领域表现优异，却
仅仅因成绩排名不够靠前而被拒之门外的
学生来说，的确有失公平。

在这一语境之下，“学渣奖学金”创立
的借鉴意义不言而喻。毕竟，奖学金设立
的初衷，是要发挥其长久且深远的教育意
义和社会效应，倘若奖学金仅仅只能惠及

部分成绩优异的同学，其社会效益和教育
意义将极其有限。传统奖学金评选标准中
的唯成绩论、唯奖状论，也有可能对世界
观、人生观尚待塑造和规范和学生产生不
良影响，结果将是老问题产生新问题，造成
恶性循环，奖学金对学生的激励意义更无
从体现了。

从民间“学渣奖学金”中找到启发，以
“学渣奖学金”的创立为契机，既鼓励踏实
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也尽可能覆盖更多
元的学生，让那些在各自领域绽放光彩的
学生，也有机会获得国家奖学金、校级奖学
金等“有分量”的奖项。唯有此，奖学金的
内涵和外延才能更加丰富，奖学金设立的
初衷和意义也才可能让学生有更大的认同
感和获得感。

“救了人，遭索赔”，急救医生冤不冤？

从民间“学渣奖学金”中找到启发，以“学渣奖学金”的创立为契机，既鼓励

踏实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也尽可能覆盖更多元的学生。

“学渣奖学金”：调侃里的呼唤

□张晓雨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能说
什么？我也很无奈啊。”如今，越来越
多的人喜欢在使用社交软件时用表情
包传情达意，随时开启“一言不合就斗
图”的模式，一些网友还发挥想象力，
自己创作表情包，可是狂欢背后，却有
不少法律问题。（9月 22日《检察日
报》）

“表情包”是网络世界的一个特色
文化现象。它是利用图片来表示感情
的一种方式，以时下流行的明星、语
录、动漫、影视截图为素材，配上一系
列相匹配的文字，用以表达特定的情
感。2017年7月18日，教育部、国家语
委在北京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
告(2017)》，表情包入选2016年度中国
媒体十大新词。

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人可以制作
和使用“表情包”，尤其是一些商家的
涌入，也热衷于用“表情包”为自己的
产品广告宣传。而这背后，就有可能
会面临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触犯法律
规定的风险。因此，“表情包”虽好，使
用起来也方便，也能够恰当地抒发使
用者的情感，但是相应的法律边界也
不能突破。

首先，于网民而言，应该认识到
“表情包”的制作与使用，不能碰触法
律边界。《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享有
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
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肖像也包括了

“表情包”,比如将朋友的图片制作成
“表情包”，一旦给当事人造成不良影
响，不仅造成彼此关系紧张，且也有可
能碰触法律红线。

其次，平台应健全“表情包”事先
审核功能，即便是“富有创意”，也须兼
顾道德规范、国家法律法规与政策，不
能任由侵权“表情包”自由泛滥。

据报道，《中国青年网民网络行为
报告(2016-2017)》显示，聊天时使用表
情符号，已是青年网民们必不可少的
输入习惯，使用次数最多的表情，总计
高达75亿多次。可以预见，未来的网
络空间必然还会有“表情包”的一席之
地；但是，这些“表情包”给人带来快乐
和情感宣泄的同时，唯有在法律和道
德框架内行事，才能真正行稳致远。

表情包表情包,,可以欢可以欢
乐但别疯狂乐但别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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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包”给人带来快乐和情感宣

泄的同时，唯有在法律和道德框架内

行事，才能真正行稳致远。

近期，一家教培师传授“包装名师”
技巧的内部训话被曝光，引发热议。曾
在某大型培训机构任职的范茜(化名)认
为，虚增教学经验、随意使用“名师”名
头，这类做法在业内司空见惯。“当我还
是‘小白’的时候，给我的名头就是某高
端课程教学‘名师’，可当时我还没看到
教材呢。”（9月22日《半月谈》）

社会化培训机构主要依靠收取培训
费来生存，而收取培训费的前提是要有
足够多学生，为了吸引学生报名，培训机
构打出的第一张牌就是拥有“名师”资
源。但由于真正名师太少，且在体制内，
培训机构“挖”不过来，只好采取“包装名
师”的办法，说白了就是虚构老师的从业
履历和教学经验以忽悠学生和家长。

培训机构“包装名师”，既是为了迎
合家长“名师出高徒”的心理以招收新
生，也是为了包装自己的品牌，以在同行
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各家培训机构都在“包装名师”，就看
谁最能“吹”，能“吹”得使人相信。这种

“包装名师”的风气相当普遍，可见行业
造假多严重。

这种做法，显然对学生和家长是一
种欺骗，也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手段。
既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也是一种违法
违规行为。如果这是一个健康的行业，
靠得是实力说话、诚信经营，培训机构根
本不敢、不能、不想在师资方面做手脚。
正因为这是一个不健康的行业，所以，

“包装名师”几乎成风。
尽管“包装名师”可以达到招生的目

的，但也是一件危险的事儿。一旦师资
造假问题被家长或学生发现，在网络上
进行举报，其他家长无疑不会再相信这
种机构的谎话。或者说，一旦内部人举
报某些培训机构师资造假或者不诚信，
这种机构不仅会面临市场惩罚，也可能
面临有关监管部门的惩罚。

很多培训机构在广告宣传中“包装
名师”，这涉嫌违反《广告法》相关条款。
另外，还有可能违反《合同法》、《民办教
育促进法》，后者第六十二条规定，民办
学校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告，骗取
钱财的，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
生、吊销办学许可证……

即便“包装名师”这事儿没有被举
报，也有可能被监管部门在整顿中发现
和查处。由于培训行业乱象频出，上海、
浙江、广西、成都、西安等省市今年已经
对培训乱象出拳，其中，对培训从业人员
的资质进行审核，就是治理措施之一。
而那些包装出来的“名师”，一旦审核资
质就有可能露底。

所以，培训机构最好还是聪明一点
规矩一点，不要把“包装名师”当成竞争
武器和生存法则。一旦“包装名师”这事
儿被举报或者被查处，就很难再在“培训
江湖”立足了。虽然很多家长学生很看
重培训机构老师的从业经历和教学经
验，但更看重培训机构、培训老师是否诚
实、诚信。

有高校学者曾认为，培训机构师资
乱象问题最终还要靠市场自身的竞争来
解决，而不是政府监管。这话也有一定
道理，但是，当师资造假成为行业普遍现
象时，就不能完全靠市场解决，还需要工
商、教育等监管部门进行规范，比如鼓励
举报、暗访式检查，建立不诚信“黑名
单”，等等。

“包装名师”也是件危险的事儿 □□冯海宁冯海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