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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体育娱乐化
不能模糊社会责任感

最近，刘翔被“狗仔队”发现
长达 5 个月未与新婚妻子葛天
见面，成为八卦分子茶余饭后
的谈资。

体育娱乐化本身是值得鼓励
的，但娱乐化也应“有所为有所不
为”，为与不为的判断标尺就是对
社会是否有正面影响。体育娱乐
化的同时，也应该要对体育公益
性和运动员社会责任的重视。只
有两者并重，体育才能既调剂了
人们的生活，又给社会带来拼搏
向上的正能量。

近日，一则澳大利亚搬砖工周薪
暴涨至3万人民币的新闻闪瞎了众
网友的眼睛。新闻援引澳大利亚砖
业基金会的数据，称由于人手紧缺，
新南威尔士州砌墙工的工资已从一
年前的0.85澳元（约4.1元人民币）
一块砖暴涨至1.90澳元（约9.2元人
民币）。这意味着，一位澳大利亚砌
墙工的薪资完全可以秒杀掉大多数
坐办公室的小白领。（3月30日《成
都商报》）

屌丝逆袭，搬砖致富。听起来很
蛊惑人心，不过，简单抽象的数字，恐
怕比不出绝对的优越感。这就像穷
人觉得一顿海天盛筵可能要破产，而
富人的香车豪宅分分钟可以抛出来
做慈善——坐标不同，感受自然不一
样。譬如据悉，澳洲搬砖工周薪3万
不错，但要获得的是 Bricklayer三级
证书，还要配套上工程管理方面的专

业文凭，提供一年保证金以技术职业
签证去澳洲留学。这一年的保证金
也要几十万人民币……抛开这些软
硬件不谈，工作环境也非国人所想，

“如同在蒸笼中干活，连iPhone都被
晒化”，这样的工作生态，“周薪3万”
真是人人拿得起的吗？

当然，艳羡澳大利亚的搬砖工，
吐槽的无非是国内薪资增长现状。
一则，工资统计难以准确反映现实。
近日，一份 2014 年全国各省市平均
工资单在网上流传开来。工资单统
计了全国共 309 个城市的平均工资
及增幅，令人吃惊的是，部分二三线
城市的平均工资竟然比一线城市还
高。网友调侃道，“郭敬明和姚明平
均身高190cm”。人社部劳动工资研
究所发布的《中国薪酬报告》显示，
1988年，收入最高行业平均薪酬是最
低行业的 1.58 倍。2005 年达到 4.88

倍，为历年最高。此后虽略有下降，
但幅度较小，譬如2012年，工资收入
最高的金融业，是最低的农、林、牧、
渔业的4.3倍。这些年，在脱敏的基
尼系数背后，对应着底层劳动者薪酬
过低的现实。

对以搬砖工为代表的底层劳动
者而言，劳动价值是其安身立命之
本。如果在市场规则中，这部分价值
长期被低估、被贱卖，各种分配不公
等症结迟早会成为可持续发展之
痛。十八大报告提出，“努力实现劳
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
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
比重”。具体到薪资水平上，搬砖工
的工资不能总是“蜗居”在下游。也
许，在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的今
天，搬砖工等职业的薪资，与公务员
工资一样，亟待顶层设计予以关注。
□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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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想去澳大利亚搬砖吗？

这是许多患者尴尬乃至“窝火”
的经历：看同一种病，跑不同的医院，
各家医院CT、B超、血项等检查结果
互不相认，不断重复检查，单据攒了
一堆，付出无数的精力和花费，检查
结果也是一样……面对较为强烈的
患者质疑，我国卫生部门要求推进同
级医疗机构检查结果互认工作。但
迄今为止，重复检查现象仍然较为严
重。一些医院反复强调医检结果互
认“很困难”，表示重复检查是“为了
患者的健康”。（3月30日《新快报》）

医检结果是医疗服务的重要一
环，也是医生行医的重要依据。从实
际的角度而言，并非所有的医检结果
都可以互认，但至少应该做到的是减
少那些不必要的重复检测。百度一
下，的确会发现不少类似新闻中所提
到的患者经历，本来只是有点不舒
服，上医院一查，做这项检测做那项
检测。回头换一家医院，前面的检测
又不认，还得重新来过。譬如这类行

为，无疑增加了人们的医疗负担，也
浪费了医疗资源，加剧了看病难。因
此，抓好医检互认，绝不是一件小事，
它关涉民众的医疗福利保障。

当然，实际生活中，很少有医院
会公开抵制医检互认，更多的是一种
软抵制。但这也正是问题的难题所
在。按照医学常理，一家医院做了
CT检测，其结果完全可以通用。但
要求重做CT的医院比较多，这一方
面有经济利益的因素，比如重新做一
次，可以给所在医院增加收入；另一
方面，却也的确有“为了患者健康”的
考虑，医院之间彼此信任度不高，一
家医院的检测结果，难以让其他医院
采信。

检测需不需要重做涉及专业判
断，但从知情权的角度而言，对患者
进行检测显然也要取得对方同意。
医检互认遭软抵制正说明部分患者
的自主权难以获得保障，毕竟患者的
医疗知识和医生不对等，医院提出诸

如不做检测不治病等理由，患者也只
能认账。如果说通过加强医疗监督，
落实盲目重做检测的责任，并形成规
则，提高违规成本，多少能起到一定
的遏制作用。

而以检测自身的信任度而言，则
需从两个方面厘清责任归属。一是
考虑实行相关免检患者签字制，避免
因一家医院 CT 失信而产生的关联
医疗纠纷，让其他医院有信心采信其
他医院的CT检测，而不必害怕卷入
纠葛。二是对医疗检测结果实行终
身负责制，负责检测的医院与相关医
务人员对检测结果负责，如果产生医
检失信，就倒查原因，追究责任。

一言以蔽之，对医检互认难题唯
有实行多向归因，找准对策，厘清各
方责任，让医院的责任归医院、患者
的责任归患者，并努力积极推动医疗
环境建设，医检互认才能获得靠谱的
落地空间，真正保障患者权益。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化解医检互认难题需厘清责任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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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男
子举重67.5公斤级冠军姚景远与女
子举重世界冠军孙彩艳共同署名，举
报辽宁举重队总教练姜雪辉,称其克
扣孙彩艳的训练营养费数十万元，并
以姜雪辉的弟子两次“涉药”为依据，
对其教练资格提出质疑。姚景远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姜雪辉的最大问题
就是贪腐和反兴奋剂不力，这也是他
最终在网上发布公开检举信的原因，
希望促使有关方面尽快调查处理。
对此，姜雪辉则表示“不值得把姚景
远说的话当真”。（相关新闻见今日本
报AA05版）

一封网络举报信，将辽宁举重
界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克扣营养
费、纵容子弟“涉药”，这种种沉重的
罪名指摘，正向风暴中心的姜雪辉袭
来。再一次，风波四起，围观不断！
公众所在意的，当然不只是弄清楚某
一个体的所作所为抑或道德秉性，而
是试图厘清，素来神秘的竞技体育
圈到底是怎样的模样？

作为举报人，姚景远、孙彩艳的
叙述，可谓言之凿凿。整个检举信条
分缕析，既有细节支撑，也有逻辑印
证，俨然说服力十足。这其中，关于

“克扣营养费”一事的描述，更是颇为
可信：姜雪辉以孙彩艳的营养为由，
让孙彩艳签了很多次的发票单据，却
不让孙彩艳看发票正面；姜雪辉称

“给了营养费几十万元”，孙彩艳却一
直未见分毫……这颇为诡异的一幕
幕，不免叫人浮想联翩。

公众之所以倾向于相信上述“叙
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符合一
般人对于“举重”这一典型项目的想
象。封闭化、功利化的行业环境，加
之普遍流行的威权式、支配式的“师
徒关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
生教练盘剥弟子的事情，丝毫不必大
惊小怪。作为“举重教父”的姜雪辉，
曾经身处整个生物链的顶端。也恰
是由于这种显而易见的身份优势，使
得其如今不得不面临着更多的舆论
压力。

营养费克扣疑云，最终所指向的
乃是竞技体育在两个层面的顽疾。
其一，传统的、不对等的师徒关系结
构，仍然普遍存在，而现代意义上平
等的“教练—运动员”式的专业关
系，尚且不曾被认可和确立；其二，

“个体主导”往往凌驾于程序主义之
上，特别在地方层面，众多强势人
物，屡屡把持甚至操控着特定体育
项目……这种种现实都表明，姜雪辉
等“教父”们所遭遇的信任危机，绝非
无缘无故。

的确，单方面的检举信，尚且不
足以盖棺定论。考虑到举报人的同
行身份，以及辽宁举重队“许多教练
无法与姜雪辉相处”的历史，我们甚
至有理由怀疑，此次举报是否源于个
人恩怨或者门派之争。只不过，与其
纠结于当事人的动机，厘清是非曲直
注定更加重要。即便个案中的是非
对错不难澄清，可是实现整个竞技体
育的开放透明与声誉重塑，却注定任
重道远。 □然玉

微话题

扫码缅怀亲人
你愿意尝试吗？
@人民日报：扫墓真的变扫墓，扫
码缅怀亲人，你愿意尝试吗？“未来
扫墓，直接扫二维码”将不再是网
络段子。日前，重庆市一陵园将二
维码印到了墓碑上。扫二维码后，
会进入纪念网站，上面有逝者姓
名、生平、生前照片、评价、纪念日
志等，还可以上传图文来缅怀故
人。这种方式你能接受吗？

赞成

二维码扫墓亦能表达缅怀之情

@笔畢毕天_叉：感觉都是观念问
题，放现在估计大多数人是接受不
了，若干年之后就难讲了。
@爱上欧巴的高鼻梁：我蛮喜欢这
种方式，百年之后，后辈可以给我
摆点吃的，扫扫墓前，再拿出手机
了解一下我的生平。
读者戴先任：多一些二维码扫墓这
样与时俱进的扫墓方法，既满足民
众清明扫墓的需求，契合现代人的
生活方式，又可推动殡葬改革，移风
易俗，改变人们头脑中沿袭千年的
固有观念，接受先进的现代殡葬观，
表达缅怀之情，让民众与逝去亲人
能在一种有裨于现代生活的祭祀与
纪念方式中得以“共存”。

反对

这是对死者的不尊敬

@栖闲居士：接受不了，我的祖先
会生气的，他们不懂。
@韦陈晖：这是对死者的不尊敬，
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适合在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