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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有关部门联合印发通知，从5
月1日开始，6岁以下儿童在广州市公立医
院看病，包括门诊挂号、静脉注射等在内的
408个医疗项目都会加价，价格上调幅度
普遍为30%。广州市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这次价格调整主要是出于体现医
务人员技术劳动价值、留住儿科医务人才
的考虑。（中新网5月6日）

近年来，儿科看病难问题呈愈演愈烈
之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一现象背后
的因果链条大致是这样的：儿科看病难是
因为出现儿科“医生荒”；出现“儿医荒”是
因为大量儿科医师流失；大量儿医流失是
因为收入低、工作重、晋升难；收入低是因
为儿科不赚钱甚至亏本；儿科不赚钱是因
为儿童患者用药少、检查少、利润低……

顺着这个因果链接，缓解儿科看病难
以及“儿医荒”，根本之策似乎就是涨价
了。实际上，在广州之前，已有个别地方上
调了儿科医疗项目价格。这看上去符合市
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当某种产品或服务供
不应求时，便有了涨价的底气和冲动。

可是，医疗服务毕竟不具有完全的市
场属性，而是具有明显的公益属性，就跟教

育一样。举个教育方面的例子：有些老少
边穷的地方缺教师，人们呼吁提高教师待
遇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这个逻辑当然没
问题。但是，可曾听说要通过提高中小学
生学费来提高教师待遇，来缓解“教师
荒”？好像没听说过。个中原因千条万条，
归结起来一条，那就是教育具有公益属性，
不能搞市场经济“随行就市”那一套。

提高教师待遇不能通过提高学费来实
现，那么提高儿科医生的待遇，是不是也不
应该通过提高诊疗价格来实现？这是值得
思考的一个问题。

应该看到，涨价并不能缓解儿科看病
难。市场化产品和服务，可以通过价格杠
杆调节需求，提高价格可以抑制需求。但
看病不一样，尤其是孩子看病，完全是一种
刚性需求，价格再高也得看。换言之，涨价
并不会让儿童看病的需求减少，在医疗服
务供给没有太大改变的情况下，儿科看病
难将亦然如故，只是患者家庭多花钱罢了。

何况，缓解看病难和看病贵，是目前医
疗改革的大方向，或者说是两个并行不悖
的改革目标，不可偏废。不管怎样在医价
和药价之间作出调整，都不应该以增加患

者负担为代价。如果看病难问题尚未缓
解，看病贵问题反倒加重，就医成本增加而
就医体验没有改善，恐怕会让更多人感到
不满。

缓解儿科“医生荒”以及看病难，涨价
即便不是最坏的选择，也是相当差劲的选
择。提高儿科医生（还有护士）的待遇，可
以通过调整绩效考核以及各科室“利益再
分配”来实现。医院是一个整体，不能要求
每个科室都特别赚钱，那些不是很赚钱的
科室，恰恰体现了医疗应有的公益属性。
医院在绩效考核和利益分配上，可以采取

“损有余而补不足”，使各个科室医务人员
的待遇保持相对均衡，这样儿科医生的待
遇就能大为改观，不再低人一等。而在职
称晋升方面，制定适合儿科特点的晋升通
道，同样是留住人才的好办法。

对有关政府部门来说，则需要加大财
政投入，合理规划儿科设置和医生培养，在
医科院校扩大儿科专业招生规模，甚至可
以考虑像师范生那样实施免费培养或定向
委托培养……缓解儿科“医生荒”以及看病
难需要打出“组合拳”，这套拳法里不应该
包括涨价这个套路。

北京新机场日前发布消息，航站楼
内部分餐饮和零售店面向社会公开招
商。根据规划，北京新机场预留餐饮区
域18000余平方米，拟划分店面90余家，
此次招商面积为3074平方米，店面的经
营者将通过公开竞标的形式产生。值得
注意的是，参加竞标的餐饮企业需要提
交《同城同质同价承诺书》，这意味着新
机场的餐饮店要和市区同品牌同档次的
店面“同质同价”。（5月7日《北京青年
报》）

提到机场餐饮，很多人会脑补一幅
画面，上面写着“好贵还不好吃”。面对

“一碗兰州拉面卖125元”“平均每一根面
条3块钱”的奇闻，很多人感慨消费者日
子不好过，再这样下去可不得了。既然
你是“路边摊口感、星级店价格”，惹不起
还躲得起，大不了不在机场就餐。现实
中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

有人可能会说，机场餐饮一直高来
高去，这么多年来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对其需要辩证看待。一方面，随着人力
等成本的上升，机场餐饮也面临着巨大
的赢利压力。另一方面，现在的航空再
也不是以前，据中国民航局消息，2016
年，全行业完成旅客运输量48796万人
次，比上年增长11.9%；国内航线完成旅
客运输量 43634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0.7%。这么大的人气，就是不能转化为
财气，但凡有点追求的，都会坐不住了。

机场餐饮是伴随着航空业发展而来
的。当初的航空业，给人一种“高大上”
的感觉，而且客流量相对有限，在这样的
背景下，机场餐饮走“高价路线”，似乎也
无不可。相对于当时的餐饮市场，机场
餐饮的品质也不算低。可是，随着时代
的发展，今天的市场早已经发生了变
化。无论是航空业还是餐饮业，都已经
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拿航空业来说，早
就放下了身段，也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与国内机场
走高价路不同，国外很多机场都走“平民
路线”。数据显示，英国伯明翰机场每年
要接待1100万名旅客，其中73%都会选
择使用机场的餐馆或者酒吧。这种选
择，看似是道德的，其实是市场的，因为
人流量在那里，留住人气就有财气。
2016年，国内有近五亿人次乘飞机出行，
如果把旅客的脚步留下来，这是多么辽
阔的蓝海？事实已经证明，机场餐饮同
质同价才能同向同赢。

时变事变人也要变。对于急剧变化
的市场形势，一直在河中游泳的机场餐
饮，不可能个个都是糊涂蛋，总有几个明
白人。只是，当经营者习惯一种模式时，
就有可能产生路径依赖，失去求新求变
的勇气。这也启示我们，在一个看似竞
争的市场里，可能存在一些非竞争的因
素；而要扯开非竞争掣肘，有时需要内部
觉醒，有时需要外力推动。正如我们看
到的，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很多改变都
是跨界而来，是由外力推动的。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与其
讲同城同质同价是为了旅客而来，倒不如说
是为了机场餐饮本身而来。这是对机场
餐饮的要求，何尝不是机场餐饮的机
遇。机场餐饮应抓住同城同质同价的机
遇，走向一个更加充满可能性的未来。

缓解儿科“看病难”不能靠涨价

当经营者习惯一种模式时，就有可
能产生路径依赖，失去求新求变的勇
气。这也启示我们，在一个看似竞争的
市场里，可能存在一些非竞争的因素；而
要扯开非竞争掣肘，有时需要内部觉醒，
有时需要外力推动。

机场餐饮应抓住
同质同价的机遇

□毛建国
如果不是《人物》杂志的报道，付云皓

不会进入舆论视野，这位国际数学奥林匹
克竞赛2002年和2003年满分金牌得主，别
人眼中的“天才”，如今在广东第二师范学
院担任教师。对于付云皓来说，他正稳稳
当当地一步一个脚印踩在基础教育的道路
上，这没什么不好。

偏偏一部分舆论不这么认为，以《人
物》的采访为例，这位奥数天才意外地消失
于学界，这是一种“坠落”。网上也有一些
网友认为，对于付云皓的现状来说，不是

“脚踏实地，而是走投无路”。
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这样的“传统认

知”：天才必须要在顶尖领域功成名就。尽
管付云皓否认自己是“天才”，不过不得不
承认的事实是，在普通人眼里，奥数满分得
主，被北大破格录取，这绝对不是“普通人”
的待遇。成长学习的过程不普通，成年后
的工作和生活也决然不能普通，否则，对不
住“天才”二字。

正是有着这样的“期许”，《人物》杂志
的采访以“坠落”定义了付云皓的人生轨
迹，付云皓奋起回应，在舆论场里又引发了

震荡。有趣的是，当人们极力从付云皓身
上捕捉更多信息时，恰恰是舆论的各种反
馈呈现出来的信息更有价值。

光明网的一篇评论从付云皓身上感知
奥数祛魅，从现实来看，千军万马奔赴奥数
独木桥，绝大多数人并非因为兴趣，而是因
为有用。就如付云皓一般，因为奥数竞赛
的出色成绩，曾经步入北京大学。但是奥
数成绩一定代表学习能力吗？付云皓在北
大挂科没能正常毕业也给出了答案。那些
奥数学得不好的人，在选择未来职业上，也
未免不是一种幸运；而那些有能力将奥数
学得好的人，是否就一定要在奥数一条道
上走到底才算成功，则与人们的奥数价值
观相关。

以更开阔的视野来看待付云皓“坠落”
之争，我倒更愿意将着陆点放在有关“成
功”的定义上。一个曾经被媒体赋予“天
才”标签的少年，他的未来就一定要成为所
谓的风云人物吗？我们太多人似乎都患了

“成功焦渴症”，出人头地的欲望愈来愈强
烈，而且评价“成功”的标准也简单庸俗。
就像付云皓在回应中所说，该文章的作者
笔下传递的观点是：优秀的人从事基础工
作，就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得过imo冠

军的人，如果不出意外，他们的征途就一定
是高等数学的星辰大海，而不是给一群“二
本师范生”教初中数学知识，如果成了付云
皓这种去给“二本师范生”讲课的人，那就
是天才坠落了。

能够沉下心来专注基础教育，无论在
社会贡献上还是人生阅历上，都是一种升
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付云皓
也不例外，无论是他曾经活在聚光灯下的
辉煌还是如今的岁月静好，也无法为更多
人形成参照。可是，太多人总希望他人活
成我们希望的样子，很少去考虑，他人在选
择自己生活方式上的内心感受。哪怕如今
付云皓的岁月静好是无奈之后的“走投无
路”，但自己认可并能从中感受到幸福，你
能说这不是一种“好的生活”吗？

好在，舆论场里也有很多力挺付云皓
的人，在力挺者眼中，付云皓是一个人格健
全，人生观、价值观都相当成熟正向的人。
他的故事并不是一个“伤仲永”的故事，如
果你硬要把他往“伤仲永”的故事上靠，那
只能是你心中庸俗的成功观在作祟。

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尊重每一种无
伤社会公序的生活，这比你探讨成功不成
功要重要得多！

“坠落”的天才
已超越了成功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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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 扬

□本报评论员 陈方

我们在超市买菜时常常会看到三种不
同的蔬菜类别，它们分别有不同的认证标
识：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这
三种标识代表着蔬菜的不同环保要求。绿
色食品比无公害食品的标准要高，而有机
食品的标准更高，但是，这些打着有机标的
食品真是有机的吗？（5月7日央视新闻）

根据国家规定，有机认证的土地上不
仅全程不得使用化学肥料、农药等，连种
子、土壤、水质、大气等都有严苛的要求，有
机产品应在销售场所设立有机产品销售专
区或陈列专柜，并与非有机产品销售区、柜
分开。

然而，通过记者的深入调查，发现“华
丽高贵”的有机食品存在诸多混乱：一是把
有机菜和普通菜混在一起卖的情况在许多
超市都很常见。一大堆非有机的里面混着
那么三四个有机的，对消费者形成一种有

意无意的诱导和暗示；二是超市里售卖的
打着有机标的蔬菜无法确认到底来自哪
里，但可以肯定它们不是认证码上显示的
有机种植基地里生产出来的；三是在有机
蔬菜的产地生产大棚里，发现了大量的化
肥。

简而言之，所谓的有机蔬菜从种植到
销售，几乎都是在以假乱真，有机信息都是
由生产者、销售商随意“填写”，信口雌黄。
国家相关规定形同虚设，假有机蔬菜成了
一些人大肆敛财、愚弄消费者的“遮羞布”，
极大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损害了有机食
品的声誉。

值得追究的是，但凡有机食品，其包装
上都有一个有机认证标志，一个有机码。
这是认证机构赋予有机产品的唯一身份代
码，可供消费者追溯查询产品的具体生产
信息。央视记者只是顺着有机码追溯而

去，就很轻易地发现了“有机蔬菜”的种种
猫腻，相关监管部门为何毫无察觉？为什
么又要等到媒体来曝光问题？不客气地
说，正是因为各级监管部门失职渎职，管理
失控，才使得伪劣有机食品畅行无阻，一路
绿灯。

货真价实的有机食品不仅是环境良
好、制作精细的良心产品，也是监管严格、
信誉至上的最佳载体。厂家和商家要明确
自身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切莫鱼目混
珠，违法背德。政府有关部门更要强化监
督管理，严打制假售假源头，完善监管体
系，加大监管力度，坚决落实有机食品溯源
制度，确保有机食品的每一个环节都符合
相关标准，对假冒伪劣的有机食品零容忍，
坚决打击，绝不手软。不能任由不法行为
危害有机食品声誉及公共食品安全，切实
保护消费者利益。

岂容虚假有机食品鱼目混珠？ □□斯涵涵斯涵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