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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华社记者从云南省教
育厅获悉， 云南全省 92所高校将
从今年毕业季开始推行“大学生体
质健康优良证书”制度———只要每
年体质健康测试在 80 分以上，毕
业时就能获得一本“身体倍儿棒”
证书。

近年来，有关大学生体质的话
题屡屡登上热搜。“伸个腰， 扭到
脖”“跑个步， 脚崴了”“骑个车，尾
骨错位了”， 各种离谱受伤应有尽

有。 本该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竟给
人一种“稍微动一动就伤筋动骨”
的观感。 由此来看，“身体倍儿棒”
证书用意明确———希望以此激励
学生主动锻炼、自觉增强体质。 只
是，一张证书能否让部分大学生脱
胎换骨？ 这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尽管近年来国家相关制度设
计将体育测试成绩与毕业证、评
奖及评优挂钩，但在执行过程中，
一些高校为避免有学生无法毕业

的尴尬，多少存在“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的情况。 再看根
源，大学生体质问题的原因，
或许在中小学就种下了。 由
于基础教育阶段学业繁重，

学生缺乏运动兴趣和时间， 很多
学生并没有养成锻炼习惯。 而一
旦到了更为宽松的大学环境，许
多不爱运动的学生愈发懈怠。 正
所谓“用进废退”，此消彼长之下，
体质自然变“脆”。

让大学生“身体倍儿棒”，证书
只是“药引”，关键还得对症下药，
标本兼治。 治标在高校，除了要严
格执行相关体测规定之外，不妨尽
己所能， 满足学生多样化体育需
求，提高学生运动积极性；而治本
重在溯源，“不爱运动的锅”不能全
让高校来背。眼下多地中小学课间
延长至 15 分钟是个积极信号，未
来仍需久久为功。 ①2

“身体倍儿棒”证是个好提醒
□陈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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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的季节， 福建省樱
花协会， 公布春天赏樱花十大打
卡点。 2023 年以来，该协会连续 3
年面向社会推介省内赏樱目的
地。 最新一批打卡点涵盖各具特
色的樱花景点， 既有老牌赏樱景
区，又有新兴樱花主题休闲区。

不负春光，踏青赏花，是源自
农耕时代的迎春习俗。如今，这一
古老的文化传统被赋予全新的时
代内涵，成为“春日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社交媒体上，一张张春
日美图， 就有可能带火一个名不
见经传的小山村，并撬动观光、购
物、餐饮、住宿等多重消费。 正因
如此， 不少地方争相引种彩叶树
种与网红花卉， 打造各式花海景
观，大力发展赏花经济。

以花为媒， 引流效果显而易
见，但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问
题。 你种樱花我也种，你有油菜花
海我也有，同质化竞争难免引发审
美疲劳；受制于短暂的花期，许多

主打赏花游的景区面临忙时“人从
众”、 闲时门可罗雀的困境……一
些经营者的困惑在于： 费心打造
的网红打卡点， 流量来得快去得
也快，往往是“昙花一现”。

发展赏花经济，不只是种花
与引客，还要因地制宜做好产业
规划、不断健全产业配套、与时
俱进创新产品与服务。 不能盲目
跟风，什么流行种什么，应当充
分结合当地自然条件、 产业基
础、人文历史等因素，做到适地
适树、适地适花，真正打造“一花
一世界”的独特景观。 不妨将花
卉景观营造与和美乡村建设、林
相改造等项目有机结合，让产业
发展与生态建设、民生工程同频
共振、互促共进。

赏花经济的本质是体
验经济，提供赏心悦目的环
境、 便捷的吃住行配套、暖
心的服务，才能为游客带来
不虚此行、期待“二刷”的沉

浸式体验。 纵观哈尔滨、淄博等近
年来出圈的文旅城市， 它们的流
量密码不仅仅是冰雪景观、 烧烤
等卖点，还有优质旅游体验。 发展
赏花经济也要做好花之外的文
章，全方位提升软硬件水平。

年年岁岁花相似，但围绕“一
朵花”可以有更多玩法，可探索将
赏花与采摘、露营、非遗体验、体
育赛事、主题集市等业态结合，以
花卉为主题元素开发文创产品、
深加工产品等。 要持续延伸产业
链，挖掘消费新场景，拓展赏花经
济的内涵，推动其高质量发展。

繁花难久盛，常新方致远。 立
足自身特色， 以创新思维精心做
好“一朵花”的文章，赏花经济才
能延长“花期”、活力长存。 ①2

精心做好“一朵花”的文章
□张辉

●别太理会人家背后怎么说你，
因为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

●仅仅活着是不够的， 生命中还
需要有阳光、自由，和一点花的芬芳。

●有梦想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你
必须每天都行走在前往梦想的路上，
梦想需要看得见的努力， 而不是一天
到晚的空想。

●无论身在何处， 我们只能从自
身寻找或者获得幸福。

●不要羡慕别人比你成熟，那是因
为，一路走来，他们遇见的坏人比你多。

●想要守护的人，想要做的事，喜
欢的生活方式，都是前进的动力，努力
的意义。

●内心强大的人， 可以照顾好自
己；承认自己的平凡，努力向好的方向
发展；平静面对生活，安然听从内心的
感受，不受其他影响。

●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
●想说的话拖着不说， 久了自然

心事重重；想做的事拖着不做，久了自
然压力重重。 当拖延成了习惯，疲惫不
堪就成了常态。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但就是有无缘无
故的自拍。

●不是井里没有水， 而是你挖得
不够深；不是成功来得慢，而是你努力
得不够狠。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在时
间面前，都是小事。

●真正了解你的， 是当别人都对
你的笑容信以为真的时候， 看得见你
眼里的痛的人。

●你从来就不属于我， 谈不上什
么失去。

●敏感的人大多都不幸福， 因为
太在乎。

●心疼自己是应该的， 对自己好
是必须的。

●有些路很远，走下去会很累，可
是，不走，又会后悔。

●该来的都会来，该走的全会走，
别抗拒，别挽留，别贪恋，别不舍。

●不要想着自己曾给人恩惠，因
为除了你没有人会记得。

●内心才是最大的荒地， 你需要
用一辈子才能种好它。

●世界上最伟大的事， 是一个人
懂得如何做自己的主人。

●天下没有偶然， 偶然不过是化
了妆的、戴了面具的必然。

●人的一生， 幸福与否， 走运与
否，都只能享有一次。

●谁不热爱生活， 谁就不配享有
生活。

●请相信， 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
你想要的生活，只要你坚持寻找。

●人生这一程， 希望你活得烈马
青葱，不为他人的日光所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是人的本
分；己所欲而施于人，才是真的慷慨。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

长编著的《精粹语言汇编》

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
告诫广大学子———

看病就医， 是每个人都逃不
开的人生命题。每逢患病，希望有
人陪在身边“搭把手”“跑个腿”，
或提供一点“情绪价值”，是人之
常情。

陪诊师的素质关联着患者的
就诊体验甚至生命安全。面对复杂
的科室设置和就诊流程，一个对就
医环境熟门熟路的陪诊师，能让患
者及家属少走不少弯路；面对记忆
力消退、 理解能力降低的老年人，
一个有耐心、善沟通的陪诊师亦能
让医护人员少费点口舌。 与此同
时，面对就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突
发状况，一个具备医学常识、经过
专业培训的陪诊师，或许能成为患
者的救命稻草。 综合来看，看似简

单的陪诊服务， 背后有不少学问，
这碗饭并非“谁都能吃”。

当前， 陪诊服务已从简单的
“陪同就医”逐渐发展为一项专业
化、系统化的社会服务。 但遗憾的
是， 陪诊师这一职业尚未纳入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职业分类大
典。 由于缺乏规范的职业管理和
发展通道， 行业内或多或少存在
职业认可度不高、 服务质量良莠
不齐、收费价格混乱等现象，不仅
让部分就诊人及家属对下单陪诊
心存顾虑， 也令不少从业者
对职业前景感到迷茫。 基于
此，提高陪诊师门槛，推动陪
诊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既是市场的迫切呼唤， 也是

行业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
今年 1 月，《上海市老年人助

医陪诊服务试点方案》印发，总结
提炼相关工作规范标准， 推动上
海市老年人陪诊服务规范发展，
这无疑是个积极信号。 面向未来，
随着公众对医疗体验的重视程度
不断加深，专业化、规范化的陪诊
服务或将成为现代医疗体系中不
可或缺的一环。 我们期待有更多
专业陪诊师入职、上岗，让患者及
家属更安心。 ①2

规范陪诊 让老有“医”靠
□刘硕

南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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