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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顺义热心居民刘某
军，照顾终身未婚、无儿无女的
阮老先生 12 年。 日前，法院依
法判决， 阮老先生留下的 5 套
安置房的所有权益， 由刘某军
继承。

这个故事非常美好。 开局
美好，当地村委会经过考察，将
阮老先生托付给在村中口碑非
常好的刘某军， 并指导双方签

订《遗赠扶养协议》，解了双方
后顾之忧； 过程美好， 终身未
婚、无儿无女的阮老先生，获得
了悉心照顾， 有尊严地走完了
人生旅程；结局美好，刘某军赡
养阮老先生 12 年，获得丰厚回
报，“赡养变现” 彰显好人有好
报， 让善良增值。 美中不足的
是，尽管有“君子协议”，但与许
多同类事件一样， 刘某军和阮

老先生的亲戚还是走到
了“法庭见”这一步。

这个故事富有启迪
性。“赡养变现”不仅是
一个道德话题， 还是一

个现实议题。 在这个老龄化不断
加深的社会，如何让老年人活得
更有尊严、更加体面，成为亟须
探索的命题。 与过去相比，现在
的很多老年人要么有不动产，要
么有存款，腰包鼓得多，但现在
的年轻人大多忙于个人事业，要
像他们的父辈那样贴身照顾老
人，已经不太可能了，因此，老年
人向外求助、实现“自救”，用个
人资产获得更好的养老服务，成
为可行之道。 此前，一些地方推
出“以房养老”项目，就是这一思
路的产物。 期待更多好思路、好
办法，探索出养老新途径。 ①2

“赡养变现”让善良增值
□练洪洋

日前，江苏省推出“一次挂
号管三天”惠民新政———今后，
患者在江苏省 352 家二级以上
公立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诊，
如因检验检查当天不能完成或
不能获取报告，尚未完成诊疗，
3 天内可到同一医院同一院区
同一科室复诊，无需再次挂号。

就医看病， 事关百姓切身
利益， 而挂号是建立就医看病
良好秩序的一种凭证。 在现行
医院工作制度中， 挂号制度明
确挂号仅限当次当日有效。 然
而，很多时候，患者在就诊当天
无法完成全部检验检查， 需要
隔天再到同一科室问诊； 还有
一些患者， 需要短期内多次复
诊。遇到类似情况，重新挂号会
大大增加患者就医看病的时间
成本，如果因故挂不上号，甚至
可能延误治疗时机。

“一次挂号管三天”就诊模
式，是指整个门诊就医环节，原
则上患者只需挂一次号。 这一
惠民新政，从小切口入手，疏通
就医卡点，缓解患者痛点。虽然

医院的挂号收入会因此减少，
但切实提高了患者的就医效
率，提升了患者的获得感。

此前， 一些医院也尝试推
出“一次挂号管三天”等举措，
但大多是医疗机构的自我创
新，没有明确的制度保障，不仅
缺乏稳定性，参与面也不广。 江
苏省推出的“一次挂号管三天”
惠民新政，由省卫健委牵头，不
仅参与的医疗机构众多， 而且
政策措施更加稳定可靠。 这一
改革如果获得成功， 对全国的
挂号看病模式将产生积极而深
远的影响。

“一次挂号管三天”要想顺
利推进， 还需要完善各项配套
措施。 例如，如何规范续诊患者
就医秩序， 如何保障首诊患者
准时就诊， 如何在就诊量加大
后保障医护人员正当权益……
只有一系列配套措施
及时跟上，才能让“一
次挂号管三天”的政策
善意充分释放。

江苏省的“一次挂

号管三天”新政，在规则设计上
是比较谨慎的，排除了一些复杂
情况，例如，不包含跨科室普通
门诊、专家门诊、多学科联合诊
疗门诊、特需门诊、急诊等；复诊
患者需要到其他科室就诊的，必
须重新挂其他科室的号；患者完
成首诊当天诊疗，3 日内需要继
续治疗的，需要重新挂号……这
样的规则设计， 为政策稳步推
进、不断完善预留了充分的时间
和空间，值得肯定。

惠民医疗服务， 多多益善；
服务优化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 细致入微的改革是必要的，
至于从哪里“下叉子”，必须从患
者需求出发，推出更多行之有效
的政策措施， 不断优化就医流
程、改善就医体验、减轻看病负
担。期待“一次挂号管三天”早日
全面推广。 ①2

细说“一次挂号管三天”
□文清蔓

谁听我说

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
告诫广大学子———

●你的过去我不愿过问， 那是你的
事情；你的未来我希望参与，这是我的荣
幸。

●不要只盯着别人的成就， 而忽视
了人家背后的汗水和艰辛。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 心平气和
地告别过去，只争朝夕地活在当下，淡定
从容地迎接未来。

●生意人的账簿，记录收入与支出，
两数相减，便是盈利。 人生的账簿，记录
爱与被爱，两数相加，就是成就。

●问题带来情绪， 但情绪不能解决
问题。

●烦恼不分贫富贵贱， 但烦恼喜欢
胡思乱想的人；幸福不会嫌贫爱富，但幸
福讨厌不懂满足的人。

●小时候以为，早睡早起身体好是一
句口号，长大后才明白，这是三个愿望……

●现在的年轻人， 大多具备三个特
征：对过去不甘心，对未来不确定，对今
天无所谓。

●人必须坚强果敢， 因为困难也会
只挑软柿子捏。

●成熟就是懂得管好自己的棱角，
不让它轻易出去伤人。

●说话之前，先倾听；做事之前，先思
考；得到之前，先付出；放弃之前，先尝试。

●总是活在别人的赞美中， 容易让
自己迷失；总是处在别人的庇护下，容易
让自己软弱。

●生活的魅力和动力在于愿意相信
明天会更好。

●你认为快乐的，就去寻找；你认为
值得的，就去守候；你认为幸福的，就去
珍惜。

●自作多情不是多情， 而是想象力
太好。

●在互联网上得到正确答案的最佳
办法不是提问，而是发一个错误答案。

●阅读使人充实，会谈使人敏捷，写
作使人精确。

●有时候， 读书是一种巧妙避开思
考的方法。

●凡笑者， 就表示他尚有生活的胆
和力。

●事虽微，不为不成；道虽迩，不行
不至。

●文化始终在承前启后、 新陈代谢
中生生不息，这样，我们的平台才能无往
不胜。

●千磨万砺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

生之华也。
●当艺术穿着破旧衣衫时， 最容易

让人认出它是艺术。
●重复别人所说的话，只需要教育；

挑战别人所说的话，则需要头脑。
●直面弱点比假装完美要有用得

多。 有些事注定如期而至，也一定会如
期而去。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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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某高校举办 70 周年
校庆，呼吁校友“认领”电子校
友卡。 由于申领校友卡被要求
填写职务级别，舆论哗然。该高
校负责人回应， 个人职务级别
并非必填项， 学校也不会因职
级差异而对校友厚此薄彼。

小小校友卡， 为何引发争
议？ 那个等级分明的职务级别
选项实在太“刺眼”———10 个
不同行政级别的选项， 从大到
小依次排开，如此观感，难免让
人产生“不是官本位、胜似官本
位”的既视感，引来吐槽与非议
也不难理解。

客观地说，如今，大部分校
友卡要求填写个人工作信息，
这已经成了“惯例”，学校希望
更好地掌握学生毕业后的动
态，也有出于学校发展的考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学生也是
学校的“资源”。 该高校负责人
在回应中解释说， 此举是为了
把校友分成不同界别， 更好搭
建平台、整合资源，提供合作机
会。 话是这么说，但事办
得不太体面———如此明
晃晃地列出职务级别差
序，做出“探官”意味明
显的举动， 既非常规做

法，也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实在
欠妥。

当然，争议也是提醒。 校友
卡本是方便校友回校参观、享受
母校福利的凭证，作用更多在于
服务校友，不宜收集过多无关信
息，应当尽量避免引起“被区别
对待”的误会。既是非必填项，那
么不妨让校友卡更纯粹些，就如
当年的学生卡一般。 ①2

校友卡应该更纯粹
□陈文杰

南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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