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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加
强风险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肩负时代责
任，高扬理想风帆，努力练好人生和事业的
基本功，勇做时代的弄潮儿。”近日，广东惠
州市惠城区检察院联合惠州学院将《给惠
州高校新生的一封信》附在《录取通知书》
内寄给2018级新生，以此提高新生风险防
范和守法意识。（8月19日《检察日报》）

相比以往样式简单、色彩单一的录取
通知书，近两年不少高校把前沿技术和新
鲜创意融入录取通知书，为新生们上了入
学前的第一课。比如，今年有高校在录取
通知书中夹带了3D纸雕工艺品，也有高校
的录取通知书使用了AR技术，还有高校的
录取通知变成了“入学礼包”——不仅包含
录取通知书，还有校园工艺品、入学指南、
定制银行卡、资助政策材料、新生手册等物
品和资料。总体来讲，高校的录取通知书
开始变得有颜值、讲情怀了。

录取通知书之变是一件好事，既体现
着高校对学子们的祝福与期待，也表征了
学校教育的提前化与细致化。广东惠州在
录取通知书中夹入《给惠州高校新生的一
封信》，看起来并不花哨，也似乎没有展现
出太多的技术含量，但却在其中注入了情
怀与责任——其既向准大学生们简要描述
了大学的美好，同时也向涉世未深的学子
们介绍了校园内外的风险。在某些不良资
本将大学生设定为目标消费群体的环境
中，这种提前警示与告知，显得尤为必要。

几天前，微信朋友圈中流传着一份大
学入学“须知”：1.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不
能外借；2.校园贷不能碰……如果高校的教
育有必要提前并融入到入学通知的环节，
那么类似的风险防范与守法意识教育就不
可或缺。因为，各种形式的诈骗已经让一
些学子付出了血泪代价，一些畸形的校园
贷也让不少大学生上当受骗。那么，高校

就有责任与义务提前向准大学生们发出风
险警示。事实上，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

大学要讲情怀，也要讲责任。大学录
取通知同样如此。毋庸讳言，包括金融诈
骗在内的各种校园生活风险，是一个社会
问题。正因如此，不只高校有责任与义务
将风险防范教育纳入教育体系，也需要有
关部门积极介入，共同维护大学生们的成
长环境。从这个方面说，惠州市惠城区检
方带了一个好头，其打破了不同单位之间
的“职责壁垒”，把风险防范“写”进了录取
通知书。揆诸现实需要，这样的“入学礼
包”增量，显然是越多越好。

值得反思的是，准大学生们基本上业
已成年，在生活风险上却仍需要详尽警示，
那么基础教育层面是否出现了“缺课”现
象？从愿景来看，或许只有在学校教育体
系中弥补上相关短板，校园生活的风险防
范才能淡出“入学须知”。

8月19日，首个“中国医师节”，中国
医师节庆祝大会暨第十一届中国医师奖
颁奖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80
名来自全国各地，从院士到乡村医生，涵
盖了妇产科、儿科、麻醉科、全科、中医
科、口腔科等35个临床专业的医师获得

“中国医师奖”。（8月19日澎湃新闻）
“中国医师节”是继教师节、记者节、

护士节之后，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第四
个行业性专属节日。中国医师协会会长
张雁灵表示，设立医师节，第一是提升医
生职业的荣誉感，第二是推动全社会对
医生群体的关爱，第三是推动医生行业
的职业精神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在人
们看来，还要加上一句：落脚点也要在改
善医患关系上。

说到医患关系，这是一个沉重的话
题。和谐的医患关系，对于医患双方都
是十分重要的。任何一个职业都有社会
认可度和尊重度的问题，很难想象，医生
这个职业可以无视社会评价而孤立存
在。看病是最需要信任的。对于患者来
说，在一个互不信任的空间里，也很难得
到医生最贴心最用心的对待。患者又何
尝不是医患关系紧张的牺牲品。

现实中的医患关系并不如想象中的
那样剑拔弩张，在很多医院，都有着大量
和谐医患关系的佳话。失败的医患关
系，只是极端个例。分析良好医患关系
的成功案例，符合设立“中国医师节”的
初衷，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善医患关系。

这一次，有80名医师获得“中国医
师奖”。这些“中国医师奖”得主，不仅得
到了业内的认可，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他们与患者之间表现出了尊重、信任、和
谐的关系，分析他们的事迹，不外乎四个
字：妙手仁心。具体讲，就是有精湛的医
技和高尚的医德。

妙手和仁心，医技和医德，常常被分
开强调，但在事实上，两者往往是统一
的。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武汉市中心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
学庆每次与患者沟通时，始终将自己的
音量控制在60分贝左右。被称为“60分
贝暖医”的江学庆解释说，“医疗方面一
切按照规范来，怎么让患者听了舒服，容
易接受，就怎么说而已”。这种职业养
成，是德，何尝不是技？

人们心目中的好医生，就应该是既
有医技也有医德。一个真正的好医生，
也一定是既有医技也有医德。医生这个
职业，其技术的形成，往往需要长年如一
日的坚持与付出，如果不是因为对职业
充满热爱，很难坚持下去，很难攀上高
峰。这种对职业的热爱，与对患者的挚
爱，是很难分开的。这也是很多人感慨
的，一个没有大爱的人也很难成为大
医。一个医生只要具有了医技与医德，
一定会赢得患者的信任与认可。

和谐的医患关系对医患双方都十分
重要，需要医患双方都付出努力。其实，
人们心目中的好医生不外乎“妙手仁
心”。“中国医师节”和“中国医师奖”不仅
告诉了患者，在我们身边永远都存在好
医生，也在提醒广大医生应该朝着什么
方向去努力。

大学录取通知讲情怀也要讲责任

医生这个职业，其技术的形成，往往
需要长年如一日的坚持与付出，如果不
是因为对职业充满热爱，很难坚持下去，
很难攀上高峰。这种对职业的热爱，与
对患者的挚爱，是很难分开的。

好医生不外乎
“妙手仁心”

近日，杭州滨江区一家养老院“迎来”
一批年轻住户的消息，引起热议。养老院
志愿活动项目负责人陈桐介绍，现在入住
的年轻人已有14名，但他们并不是普通住
户。自去年开始，该养老院推行“陪伴是最
长情的告白”志愿服务项目，吸纳年轻志愿
者加入。“我们收取300元的月租，将养老院
的一部分房间出租给志愿者，但相应地，需
要志愿者们每人每月给园内的老人提供20
小时的志愿服务。”（本报今日11版）

对于年轻人入住养老院，有人担心会
“抢占”原本紧张的资源。实际上，就滨江
区这家养老院来看，床位虽不算富余，但整
体运行是平稳的，入住的年轻人只占很小
一部分，且主要是服务老人的，对养老资源
不会形成“抢占”。如今，绝大多数养老院
是“冰火两重天”，有的受热捧而床位紧张，
有的受冷落则显得冷清，对后一种养老院
来说，“青年+老年”的住宿模式，无疑是增
加老年人入住吸引力的路径之一。

一方面，年轻人“租住”养老院，可以减
轻他们的经济压力。滨江区这家养老院的
同等地段，据说租一间房子的价格约为
2000元，而年轻人“租住”养老院，只需象征
性支付300元月租，这对那些刚刚大学毕业
的年轻人来说，自然大大降低了他们的生
活成本。与此同时，那些因吸引力不够、资
源闲置而“吃不饱”的养老院，通过这种方
式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减轻运营成本，更
好地为入院的老年人服务。

另一方面，养老院入住年轻人，可以让
老人老有所乐、老有所陪。年轻人“租住”
养老院后，有的为老人提供教学类服务，比
如教老人画画、书法之类；有的为老人们提
供陪伴类服务，比如陪老人聊天、给老人读
书读报、协助老人与儿女进行视频联络等；
有的则参与养老院开展的其他公益服务，
比如义诊、大扫除等。这样既能缓解老人
们生活单调、缺乏陪伴的问题，又能给养老
院的养老服务带来一股朝气和活力。

一句话，年轻人“租住”养老院可实现
三方共赢。当然，三方共赢的前提，一要严
格筛选入住者，招募符合条件的志愿者入
住。换言之，要严格审查申请者是否真的
有兴趣、有时间、有能力服务老人，还是为
了占房租的便宜或抱有其他目的，比如推
销保健品。二要严格监管，确保年轻人每
月20小时的志愿服务能真正完成。三要建
立严格的退出、淘汰机制。

其实，老龄社会需要更多老少融合、老
少搭配。养老院老人与社会青年的生活轨
迹几乎是两条平行线。而实际上，老少融
合、互学互助，才是正常健康的社会生态。
有的国家为鼓励老少融合，青年人租住老
年人的房屋，租金会明显低于市场价，但年
轻人必须照顾老年人的部分生活起居，如
买菜、聊天等；在奥地利，“青老年混合居住
计划”已被列入国家养老议程；有的把托老
和托幼相结合……这些老少融合之举值得
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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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勇海

实际上，老少融合、互学互助，才是正常健康的社会生态。有的国家为鼓励老
少融合，青年人租住老年人的房屋，租金会明显低于市场价，但年轻人必须照顾老
年人的部分生活起居，如买菜、聊天等。

□毛建国 年轻人“租住”养老院
是多赢之举

□□燕燕 农农

北京是睡得最早起得最早的城市、上海
夜间行走捐全国第一、杭州夜间买酒的人最
多、成都夜间买健胃消食片的人超过其他城
市……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中国城市正拥
有着空前丰富的夜活力维度，并呈现出了全
新的城市夜性格。8月16日，首份中国城市
夜生活报告发布，报告以多家互联网平台的
移动支付活跃度为指标，重点考察了北京、
上海、深圳等八座城市的深夜消费行为，也
刷新了不少人对熟悉城市的印象。

“夜生活”已经不算一个新鲜的概念，但
通过人们在夜晚的消费大数据反映出每个
城市的性格和行为偏好，还是颇为新鲜。不
过，这些大数据勾勒出的城市的夜生活细节
背后，还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性格这么简
单，它更指向现代城市越来越无法忽视的

“夜经济”。
过去有“不夜城”之类的说法，主要是强

调一个城市的娱乐指数，但到了现在，“夜生
活”其实已成为不少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并由此支撑了城市经济发展的另一种驱动
力——“夜经济”。此前就有数据统计，根据
城市居民消费习惯调查发现，60%的消费发
生在夜间，大型商场每天18时至22时的销
售额占比超过全天销售额的50%。

可以说，“夜生活”与“夜经济”的繁荣程
度，已成为衡量城市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指
标。在手机里，24小时不打烊的城市公共
服务，街头巷尾蓬勃发展的小微经济，都是
城市活力的新注脚。同时，夜生活的品质，
也检视着城市公共服务与人性化程度。

“夜生活”与“夜经济”的崛起，与现代人
的生活习惯、消费观念的更迭直接相关，也
得益于网络平台服务的普及。但这并非说，
发展夜经济只要靠市场的自发力量就可以
完成。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夜经济首先要

有安全的保障、便利的交通，而这些都与公
共服务是否能跟进直接关联。事实上，或许
是因为意识到夜经济中的巨大红利，目前已
有不少城市开始在这些方面发力，如一些城
市延长了地铁的运行时间，增加了深夜公交
车，一些城市专门打造现代化“夜市”，一些
城市则对夜晚活动带来的噪音等问题的管
理进行了创新，等等。

从长远看，公共部门在夜经济的孵化和
支持上，也还有不少工作需要做。如原有的
城市规划，往往并未为夜经济保留足够的发
展空间，这就需要从源头规划入手，保障其
发展空间和秩序，同时引导其良性发展。

完全可以预期，随着互联网服务的进一
步发展，以及公共服务的针对性跟进，“夜经
济”将会释放出更多发展与社会红利。而

“夜经济”的发展指数，也必将成为各个城市
之间竞争的新维度。

“夜经济”是城市竞争的新维度 □□朱昌俊朱昌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