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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见基层医院订贵报

近日，我在山东某县
级医院的健康管理中心查
体，发现该院专门订阅了

《快乐老人报》等报刊放置
于此处，供等候体检的人
们阅读，这样的贴心服务
真值得点赞！体检中心的
客户多以中老年人为主，
对各种健康资讯、保健知
识的需求也较为强烈，在
轮候查体或等待体检结果
的间隙，读一读以养生保
健为特色的报刊，既能消
磨时间，又能增长知识。

《快乐老人报》内容全面，
通俗易懂，尤其是各种养
生保健知识权威又实用，
是不可多得的适老读物。
愿更多的医院、银行等机
构能将诸如此类的报刊纳
入“配套服务”，提升群众
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山东
鱼台 张成群 62岁）

编辑彭臻玉回复：感
谢您对本报的认可和关
注，您的建议也很中肯。

近日，广东广州市发布
最新规划提出，将部分低使
用率的男厕所改造为无性
别公厕，以缓解女厕所排队
的问题。

因为男女厕位比例的
不合理，长久以来很多地方
存在女厕排长队的问题。
曾有许多网友建议，解决这
个问题应直接扩建女厕，在
男女公厕的面积分配上增
加女厕的比重。这当然有
道理，但现实中却会受种种
客观因素制约，尤其是在寸
土寸金的市中心和热门景
区，新建和扩建公厕都难以
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将低
利用率男厕改造成无性别

公厕，不失为一种盘活公共
空间、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
的务实对策。

无性别公厕的更大意义
在于可以通用，尤其是当一
些特殊情况发生时，比如爸爸
带着年幼的女儿，或者是妈
妈带着年幼的儿子，抑或是
儿子陪同行动不便的妈妈
等，当他们需要如厕时，无性
别公厕就可以发挥其独特的
作用。

当然，在无性别公厕的
改造过程中，还应充分考虑
到人们对隐私、卫生等问题
的担忧，并通过合理设计和
适当增加服务及管理予以解
决。（浙江杭州 项向荣）

前不久，我去一家专
科医院看门诊，刚要进门
就被拦住，工作人员问我
有没有预约过。这可把
我难住了，因为我根本不
知道这家医院看病需要
预约。再说，我也不知道
如何预约、在哪里预约。
正在我尴尬之时，旁边一
位工作人员让我出示一
下身份证。随后告诉我，
该院不仅对 80 岁以上老
人给予优待，对退役军人
也给予优待，即免于预
约，直接挂号，候诊也优
先排队。

近日，因一笔国债到
期，我又去某银行办理转
存手续。进门后，工作人
员给了我一张排队号，我
见序号为 6，以为并不需
要等待多久，便安心坐在

休息区。然而，不知是因
为有“VIP 客户”插队，还
是因为有复杂业务，导致
我等了一个多小时。待
轮到我办完业务，出门时
看到银行墙壁上张贴的
业务事项赫然写着“为老
服务”四字，遂询问工作
人员，“为老服务”包括哪
些？得到的答复竟然是，
老年人凭证可优先办理
业务。

这两件事让我颇为
感慨。如今，建设老年友
好型社会的呼声颇高，也
得 到 了 各 行 各 业 的 响
应，但“为老服务”“优待
老人”之类的举措不仅
要明文提醒，更要主动落
到实处，千万别“犹抱琵
琶半遮面”。（上海 屠林
明 81岁）

我发现，个别开在连
锁店、超市、菜场附近的
小店和部分流动摊点，有
时出现缺斤短两的情况。

顾客购买时觉得不
对劲，和这些店主、摊主
理论，对方反倒理直气壮
地说，我的秤很准，不信
可以去别的地方称。这
些小店、摊点一般营业到
深夜，这时顾客明知他们
的秤有问题，但苦于菜场
早就关门，没法拿到公平
秤上去称。加上其他店
都关门了，顾客大多只好

忍气吞声，不和他们计较
了事。

为保障消费者权益，
打击习惯在秤上搞小动
作的不法商贩，有关部门
应在小区设置 24 小时公
平秤，地点可选在银行
ATM机旁、小区保安室岗
亭等地方。这些场地 24
小时开放，通常有人值
班，方便有疑问的顾客就
近称重，可让一些小店小
摊利用深夜浑水摸鱼的
行径无所遁形。（浙江桐
乡 姚孝平）

小区可设置24小时公平秤

优待老人不必遮遮掩掩

盘活公共空间贵在务实

据媒体报道，在重庆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活跃着一支“夕阳红”南
丁格尔志愿者导医队，11
名队员全部由退休医务人
员组成，她们平均年龄62
岁，5年间为门诊患者提供
了超过3万次的深度导医
服务，获得患者69面锦旗、
4332封书面感谢信，赢得
了广泛的赞誉与尊敬。

退休医务人员开展
志愿导医服务，最大的优
势在于专业和熟悉。在
他们的陪伴和指导下，患
者能最大限度地减轻求
医问药的心理焦虑和体
力负担，这对老年人来说
尤其重要。“夕阳红”南丁
格尔志愿者导医队奉行
的十六字准则“笑脸相
迎，细心观察，耐心解释，
主动帮助”，实际上也是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普遍
期待。希望更多地方能
出台鼓励措施，扶持、组
建这样的导医队伍，共建
和谐医患关系。（山西晋
城 关育兵）

这样的导医队可以更多些

据澎湃新闻近日披露，
坐拥“千万级”粉丝的带货
主播“麦琪啦”把保健品吹
成“神药”，在直播时拆分病
名暗示能消除全身多发囊
肿结节并有效防止复发，甚
至可治恶性肿瘤。对此，相
关平台 11 月 25 日回应称，
账号“麦琪啦”存在直播间
销售商品违规宣传行为，目
前已对该账号进行停播和
账号贴条处罚，平台正回查
其他违规情况。

如同《桃花扇》中的那
句歌词——“眼看他起朱
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

楼塌了”，这正是当今不少
网红主播爆火之后，因不当
言论、虚假宣传、直播间售
假等事件身陷人设崩塌境
地的真实写照。当潮水退
去，人们才会更清醒地认识
到，那些光鲜亮丽的带货业
绩，总离不开忽悠粉丝的精
心设计；那些闪烁其词的话
术和甜言蜜语，不过是给

“家人们”层层设套的把戏。
从相关报道来看，为了

躲避监管，“麦琪啦”及其团
队可谓套路多多。比如她
专门用小号带货保健品，下
播后立即下架产品，不支持

直播回放。在直播过程中，
她和助播还经常使用英文
或拆分词来替代医疗术语，
进而宣传产品的疗效。然
而，据记者调查，“麦琪啦”
直播间兜售的每一种商品，
均没有药品相关标识。其
主推的所谓“散结因子复合
片”，只是一款属于食品范
畴内的膳食补充剂。

将保健食品包装吹嘘
成能治疗多种疾病的“神
药”，无疑踩踏了《食品安全
法》《广告法》的红线，但平
台显然不能止于对涉事直
播间的关停。事实上，从多

个平台发布的相关规则来
看，无论广告投放还是商品
售卖，涉及医药、保健品等
类目的内容管理不可谓不
严。有的还规定分销保健
品需要平台定向邀约。但
一些头部主播在直播带货
中屡钻漏洞，甚至创下“业
绩神话”，这究竟是平台监
管失察还是“流量纵容”？
在带货直播间里，肯定不只
一个“麦琪啦”。对于各大
平台来说，如何“管好”主
播，如何在撮合交易的同时
承担起一定的“裁判”职责，
是必须反思并回答的问题。

主播卖“神药”不能止于停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