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叫我公主”“请公主弄
下电刀”……近日，云南省个
旧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官方抖
音账号发布的一则视频引发
关注。 该则视频因外科医生与
麻醉科护士在为患者手术过
程中玩网络梗而引发争议。

外科手术是一项极其严肃
的任务， 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
命安全。在这样的场合，公众普
遍期望医务人员保持专注和认
真，确保手术顺利进行。 然而，
这个视频中医护人员在手术台
上面露欢笑、 自拍自娱的行为
与患者遭受着手术的痛苦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 更与他们的职
业形象和专业精神相悖， 这种
反差无疑会引起公众不满。

在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
速度和范围都有大的提升，任
何不适当的行为都可能被放
大。 尤其是医疗行业关注度
高，公众对医务人员的行为也

更加敏感。
针对该则视频引发的争

议， 个旧市人民医院党委办公
室工作人员表示， 视频拍摄的
场景确实是在病人手术过程
中， 拍摄视频的初衷是为了缓
解医务人员的工作压力。诚然，
医疗工作的紧张环境让医务人
员需要有效地缓解压力。 他们
寻找一些方式来减轻心理负
担，化解焦虑情绪，以保持专注
和高效的工作状态， 这在某种
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种解压和娱乐的方式
是否适当， 是否超越了道德和
职业的底线？ 手术室作为一个
严肃和专业的工作场所， 应该
保持高度的专注和尊重。 在这
样的环境中， 医务人员的行为
应符合职业道德和社会伦理的
要求。

正如网友所言， 医护人员
在上班时应认真对待工作，手

术室不是适合嬉笑的场
合。在手术室里，优质医
疗服务、 精湛的医技和
温暖的人文关怀缺一不
可， 任何娱乐和开玩笑

的行为都应该有所节制。 该段
视频的拍摄行为， 不仅可能干
扰医务人员的注意力， 也会让
患者和公众对医务人员的专业
素养和认真程度产生怀疑。 而
上传相关视频至网上， 对患者
的不尊重就变得显而易见，同
时也是对医学和医院的亵渎。
对此， 医院管理部门应当加强
对医务人员的规范和监督，维
护医患间的信任。

这也提醒广大医护人员，
解压和娱乐的边界应该建立在
维护患者权益和医疗安全的基
础上。 娱乐行为不应该对患者
的安全和隐私产生任何负面影
响， 更不能对患者的尊严和尊
重构成侵犯。

在医疗领域， 专业形象和
患者安全至关重要。 医务人员
应该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以
专业和严肃的态度对待工作，
使自己的一举一动符合医疗伦
理原则， 不损害医疗行业的形
象和信任度。 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建立起公众对医疗行业的信
心和尊重， 并确保患者得到高
质量的医疗服务。 ①2

手术室不能当“网红”
□孔德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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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
教育法》日前经十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该
部法律明确划定了各责任主体
的职责任务，其中明确提出：“国
家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将爱
国主义教育贯穿学校教育全过
程，办好、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
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各
类学科和教材中。 ”

将爱国主义贯穿教育全过
程非常必要。 推进强国建设、实
现民族复兴需要国民整体素质
的提升， 尤其需要大批可堪大
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人才
是第一资源，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是我们必须回答好的重要课题。
这要求我们的教育必须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完成好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上好思政课是强化爱国主
义教育的重要途径。思政课的任
务是培根铸魂，事关学生能否扣
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将爱国主
义教育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并
不断向社会延伸，拓展爱国主义
教育广度和深度，有助于引导不
同年龄段的学生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爱国主

义教育法明确规定，“各级各类学
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按照国
家规定建立爱国主义教育相关
课程联动机制，针对各年龄段学
生特点，确定爱国主义教育的重
点内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
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
系统性和亲和力、 感染力”“各级
各类学校应当将课堂教学与课
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这些条文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其
规范和引导作用将在之后的实
践中更加显现。

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学校教
育全过程，须不断创新教育形式，
让其更好融入课堂、 融入校园文
化，生动传播爱国主义精神，让学
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爱国主义精
神的感染和滋养。 当前，媒介技术
悄然改变着青少年的信息接受习
惯和偏好， 在爱国主义教育开展
过程中， 要注重结合该群体的身
心特点和认知规律， 加强网上爱
国主义教育空间建设， 丰富教育
内容， 推动线上教育和线下教育
形成合力， 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
收获成长。 这也对广大教育工作
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唯
有不忘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的初心使命，不忘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真正从
学生的视角出发，与时俱

进探索爱国主义教育的更多“打开
方式”，方能不负使命。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是教育发展的第一方面。 面对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教育领域深刻变革的新局面，广
大教师当践行为党育人、 为国育
才的使命，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
人，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启
智润心，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系统
工程，学校虽然是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的主战场，但离不开其他责
任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对
此，爱国主义教育法明确了包括
学校、家庭、相关职能部门以及
其他社会主体的责任义务，将助
力提高爱国主义教育的系统性。
各方唯有协同努力，上好爱国主
义教育这门国民必修课，将爱国
主义精神的种子埋进年轻一代
的心中， 让爱国之情转化为强
国之志、报国之行，在实现民族
复兴的新征程上， 我们必将收
获更澎湃的力量。 ①2

创新校园爱国主义教育
□胡跃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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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多用”
受伤的不止平台

最近，直播平台上新了一种“六合一影视
年卡”， 以 9.9元的超低价格吸引了不少网友
的关注。 媒体记者注意到，在这背后，视频账
号分租情况屡禁不绝， 已然形成了一条黑灰
产业链。

这几年付费模式几乎占据了各大视频网
站收入来源的大头。 此类“共享”生意的存在，
就相当于直接从视频平台口中夺食。 这种模
式之下，受害的不止是平台，消费者也很难真
正获益。 目前绝大多数视频平台会员费每月
单价居于 20到 30元之间，相比之下，9.9元就
打包全网视频资源看上去实在“划算”。 但是，
你以为占到了便宜， 很有可能是再次落入了
商家提前设置的陷阱中。 绕开视频平台，从非
正规渠道购买的会员服务， 往往是“一号多
用”，常常无法持续正常登录，十分影响使用体
验。 除此之外，不明来源的账号极有可能暗藏
信息安全隐患。 在购买这种服务后，商家可能
会让你填写很多个人信息， 还会顺便让你开
通一些不明账号。 在这个过程中，即便短时间
内能薅到羊毛， 省下来的一小笔钱也远不如
让渡出去的个人信息价值大。

要整治这些乱象，作为头号“受害者”的
平台必须有所作为。 一方面当然是要继续加
强用户账号管理， 配合相关部门严厉打击账
号租用、拆分售卖视频等侵权行为，斩断此类
生意的供给源头。 与此同时，在需求这一侧，
平台同样不能懈怠。 关切用户的合理需求、制
定合理价格模式、创新经营模式、产出优质内
容等， 让广大消费者真心诚意地为付费服务
买单，或许是更为理想的路径。 ①2（付迎红）

做好助餐服务，让老人真正吃好。
———近日， 民政部等 11 部门联合印发

《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计划到
2025 年底， 全国城乡社区老年助餐服务覆
盖率实现较大幅度提升，服务网络形成一定
规模。人民网评论说，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市
场规律，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吸引各类老年
机构和餐饮企业参与，提高老年餐生产安全
质量、供给能力和取送餐服务成色；另一方
面，也要扎牢老年助餐服务全链条标准的篱
笆。 老年餐的原料、采购、加工、分餐、配送、
食用等全链条有规范化标准，老人才能真正
吃得好。

不能让网约车成“黑车”，这是一条不能
轧的红线。

———有媒体报道，网约车司机随意加价
等违规行为屡见不鲜。 北京晚报评论说，随
意加价、不合理接单等行为，严重侵害乘客
权益，而且暗藏安全隐患，亟待监管部门和
平台在技术和管理层面为违规网约车“踩刹
车”。平台应该提升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把运营安全和用户体验放在首位，只有这样
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①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