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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松林

取消内科检查及胸透、用指尖采血代
替静脉采血，54分钟内速发证件……据央
视报道，南宁、天津、沈阳等地多家医疗机
构违反健康证办理规范，存在违规行为。

《食品安全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
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从事食品生产经营、
公共场所服务等五大行业的从业人员，必
须办理健康证。然而现实中，一些医疗机
构对法律法规不以为意，某种程度上沦为
了健康证的“批发商”。

滥发健康证，也是一种病。检查项目
大幅缩水，医护人员漫不经心，代替检查
照样过关。一张张“注水”“带病”的健康
证，就是一个个流动的公共卫生隐患。于
个人而言，检查项目缩水的健康证，极易
隐藏身体隐患，贻误最佳治疗时机；对劳
务中介来说，让身体不健康的劳动者上
岗，可能引来不诚信罚单，甚至背上官
司。放任“带病”的健康证流通，更易让携
带某些传染病毒的从业者传染他人。

医疗检查无小事，健康上岗更不是儿
戏。严格检查规范，加大违法违规成本，
让健康证真正“健康”起来，才能让公共卫
生屏障更加坚实。 据《北京晚报》

带“病”健康证
何以守健康

□ 丰收

5月10日，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
考生姜某在与同学乘车赴考点途中，因
抢救并护送突发心梗的同学就医而耽误
参加首场语文考试。5月14日，山东省教
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公告：经报请上级主
管部门同意，将按照规定程序启用春季
高考语文科目副题，安排姜某参加考试。

众所周知，为了公平起见，无论是高
考还是其他重大考试都是一次性考试，
各地考试时间、试卷都是统一的，基本没
有特例。然而，山东有关方面此次却打
破先例，为这个见义勇为的男生安排补
考机会，彰显了制度的温度与价值坚
守。此举不仅是对姜某见义勇为的另一
种褒奖，也是教育考试走向人性化、灵活
化的一次尝试。实际上，放眼全国，这并
不是高考首次为特殊学生破例。为见义
勇为的考生安排补考，在遵守考试公平
原则的前提下，能够进一步保障个体权
益，释放出对善良的呵护与对正义之举
的追求。 据《北京青年报》

安排见义勇为考生补考
彰显教育温度

“旅游专车” 辛政 作

□ 布双起

5月10日起施行的新修订《婚姻登记
条例》，首次将“治理高额彩礼”写入其
中，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完善婚姻家庭服
务体系建设，回应社会关切、倡导文明婚
俗，推动婚俗改革与家庭和谐。另外，今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推进农村高额
彩礼问题综合治理”。直接点名“高额彩
礼”，彰显国家治理决心和信心的同时，
也反映出这一问题的严峻性。

彩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周朝的“纳
征”。作为我国古代婚姻风俗中的“六
礼”之一，彩礼是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的重

要象征，蕴含着双方及其家庭对婚姻的
美好期盼。彩礼本身没有问题，但在一
些地方特别是农村，出现了以高额彩礼
作为婚姻“价码”的现象，这不仅违背了
彩礼的初衷，也破坏了公序良俗。

社会上出现高额彩礼现象，且呈愈
演愈烈趋势，既有经济原因，也有社会和
家庭原因。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
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家庭财富不断积
累。在这个过程中，彩礼的金额也水涨
船高。从社会层面看，攀比、炫富等不良
风气也助长了彩礼的相互攀比。从家庭
层面看，女方父母希望通过收取高额彩
礼，为女儿组建新家庭提供一定的经济

支持，确保今后的生活质量。在一些情
况下，较高的彩礼可能会让女方认为男
方愿意为自己付出更多，也会更有安全
感。同时，由于历史原因和一些社会因
素，有些地区存在适婚男女比例失调的
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提高自己的
竞争力，一些男方家庭被迫支付高额彩
礼，导致天价彩礼、畸形彩礼等情况时有
发生。

高额彩礼的危害不容小觑，可能导
致家庭关系紧张与破裂，成为婚姻幸福
的“绊脚石”。遏制彩礼陋习蔓延，需要
从多个方面入手。政府应该在制度落实
上下功夫，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明确彩礼

标准，通过引导和宣传，让公众正确理解
彩礼的意义和价值；媒体应该发挥舆论
监督作用，曝光彩礼陋习典型案例，推动
形成抵制高额彩礼的社会共识；社会各
界也应该积极参与，共同抵制婚俗陋习。

制止“高额彩礼”，推进移风易俗，不
是要一刀切地否定传统风俗，而是要改
变盲目攀比等不良风气，减轻群众负
担。“礼，与其奢也，宁俭。”让彩礼回归

“礼”的本质，不仅需要整治高额彩礼
的“ 标 ”，更 应 聚 焦 深 化 婚 俗 改 革 的

“本”。让彩礼回归于“礼”，让婚姻始
于爱，必将成就更多美好，更好守护社
会文明。

让彩礼回归“礼”，让婚姻始于爱

□ 郝凯

在银发浪潮席卷城乡的今天，一座
城市的文明刻度，往往反映在其对弱势
老年群体的照护水平上。近日，聊城市
出台了《关于做好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
等群体集中照护服务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以“精准保障+暖心服务”
的组合拳，为特殊困难老年群体推开了
一扇通往品质晚年的大门。

政策创新首先体现在打破传统救助
的“大水漫灌”模式，建立起分级分类的
精准保障机制。《通知》将服务对象精准
锚定为低保家庭中的失能老人（中度至
完全失能）和高龄老人（80 周岁以上），
既聚焦最需专业照护的群体，又避免福
利资源错配。更显温度的是分级补贴
机制——对能自理的80岁老人，按特困
人员全自理标准补助；对失能老人则根
据评估等级，匹配半护理或全护理标
准。这种“一人一档”的设计，让每一位

特殊困难老人都能获得与自身需求匹配
的照护服务。政策特别规定，已享受长
期护理保险者不再重复补助，既避免福
利“叠床架屋”，又守住财政可持续的底
线，展现出制度设计的智慧。

翻开《通知》附件中的《补助申请
表》，细节处尽显人性关怀。80岁以上老
人可“先入住后评估”，避免了高龄群体
辗转奔波之苦；失能等级评估委托第三
方机构开展，用国家标准《老年人能力评
估规范》取代主观判断，让“该不该补”有
了科学标尺。更令人安心的是，补助金
通过“惠民惠农一卡通”直达个人账户，
从入住当月算起，次月即到账，这种“零
时差”的保障，让老年人吃下了定心丸。

新的政策中还藏着更多惠民细节：
对退出低保但处于政策渐退期的老人，
补助延续至过渡期结束；鼓励有条件的
县（市、区）将“老年父母+残疾子女”家
庭中的重残成员纳入保障。这些看似微
小的条款，实则是为困境家庭量身定制

的“安全网”，让制度关怀真正渗透到社
会毛细血管的最深处。

《通知》还架起多元协同的桥梁：民
政部门内部打破科室壁垒，养老服务科、
社会救助科数据共享；财政部门通过“基
础补助+30%绩效补贴”的弹性机制，激
励养老机构提升服务质量；鼓励社会力
量举办的养老机构承担社会责任，引导
慈善组织、志愿者等积极参与。这种“政
府保基本、市场提品质、社会献爱心”的
协同模式，让养老院不再是冰冷的床位
集合，而成为充满人情味的“夕阳港湾”。

政策的生命力，藏在“动态管理”四
个字里。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
服务标准和补助标准随低保、特困供养标
准变动而调整，同时根据老人身体状况变
化及时调整。这种“时时在线”的响应机
制，让政策不再是纸面文件，而成为时刻
守护困难老人的“智能卫士”。随着更多
创新实践的落地生根，一幅“困有所助、老
有优养”的幸福图景必将愈发清晰可触。

为特殊困难老年人推开通往品质晚年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