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炙热高考季炙热高考季，，家长需要适度家长需要适度““冷处理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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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冷处
理”，有助于孩
子降压出成绩。

小洛观点

因人而异，
该做的后勤保
障还得做。

老谭观点

让更多“困境儿童”
生活在阳光下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新闻背景】恶性肿瘤已连续5年
位居北京居民死因之首，而肺癌占全
部肿瘤发病的 1/5。北京市卫生局
昨天公布心脑血管、肿瘤、口腔疾病
防治计划称，将试点免费筛查肺癌，
戒烟药物拟纳入医保报销。（5月19
日《新京报》）

戒烟与医保的“联姻”，似乎从来
不是“能不能”，而是“该不该”的辩题。

一提到将戒烟列入医保范畴，跳
脚的远比接受的多。中国烟民据说已
达3.5亿，加上被动吸烟的人，恐怕只
有极少数人不受香烟影响，人数之多、
危害之广，无需赘言。

但为什么很多人对“医保戒烟”听
起来就觉得不能接受，理由无非有三：
一是医保资金是救命钱，本来就僧多
粥少，戒烟再来分一杯羹，让自掏腰包
的大病、重病患者情何以堪？二是正
如此前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朱恒鹏先生的逻辑，如果戒烟药入医
保的主要受益者是“伟哥的消费者”，
那就说不过去了，难道买伟哥也要报
销？三是虽说“吸烟有害健康”，但吸
烟毕竟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财政砸
钱在戒烟上不考量性价比？

这些疑虑，听起来道理铿锵，但未
必经得起辩驳。一者，医保或者养老
金，所谓“钱”的问题只是表象，僧多粥
少也得看怎么去“分”粥。就像养老金
并轨的真正阻力未必来自财政薄弱一
样，医保对戒烟的兜底性负担，非不能
也，实不肯也。二者，所谓担心医保对
戒烟负责会便宜了有钱人的观点，实
在属于狭隘的身份论。医保的对象，
是合乎条件的公民，无论贵贱，不关贫
富，因为医保制度从设立之初，就没有
说过这是哪部分人的“专利”。

至于吸烟是不是病的讨论，本质
不过是将戒烟入医保话题庸俗化的无
妄之辞。正如专家所言，我国每年在
治疗与烟草有关的疾病上耗费多达近
3000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医保资
金。相比起这笔庞大的开支，戒烟入
医保的投入产出比更大。

戒烟疗程只有12周，所需费用估
算仅为降血压的 1/4，降脂的 1/25。
推行戒烟治疗会取得显著的长期财
政收益，更会带来医疗成本的显著
降低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凡此
种种，远超戒烟药物纳入医保本身
的成本。再说，戒烟入医保的意思，
从来不是说抽几支香烟就可以分医
保的一杯羹，毕竟，烟瘾与吸烟现象是
两码事。

虽然戒烟入医保并非“没事找
抽”，但如果不能逆转公权部门“一手
卖烟、一手禁烟”的互博悖论，这“戒烟
入医保”的正义性与正当性确实令人
生疑。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5 月 8 日，本报
A06版以《爸爸，蔓蔓想你，想回
家……》为题，报道了8岁女孩蔓蔓
被父亲“存”到早教中心10个月，如
今迫切需要户口证明以报名上学，
可其父音信全无一事。17日，蔓蔓
被叔叔、表哥接回家乡。但她能否
等到爸爸，能否落实户口如期入
学，以后的生活会怎样，仍牵动着
很多市民的心。 (见本报 18 日
A05版报道）

蔓蔓终于回家了，但这个家
没有爸爸妈妈，生活的艰难和贫
困也是一目了然。她能否如期上
学，以后的生活状况如何，我们很
担心。

蔓蔓不属于常规意义上的孤
儿，但妈妈、爸爸在哪儿，对蔓蔓来
说都是个谜。失去父母庇护，被爸
爸多次“存”在早教中心的经历，无
疑将使蔓蔓稚嫩的心灵受到伤害。

如果不是被早教中心的老师

好心收留了，蔓蔓该在哪里存身？
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像蔓蔓这样
无法得到父母照料的孩子？

这些孩子，有的是单亲家庭，
父母一方去世，另一方长年不在家
或再婚，成为“事实孤儿”；有的因
父母有病或家庭生活极度困难，得
不到基本照顾。这些孩子常难以
被纳入国家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
度内，监护人缺失，无经济来源，日
常生活和就学难以保障。这些孩
子的父母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
抚育他们，成为亟待政府和社会救
助的群体——“困境儿童”。

幼小的他们，没有能力摆脱困
境，也无力为自己发声。如何发现
他们，帮助他们？需要将儿童福利
政策服务对象适度扩大，建立普惠
型儿童福利体系。

如今生活在叔叔家中的蔓蔓，
该得到怎样的社会救助？

保护“困境儿童”，除了依靠政
府，也应充分动员个人、企事业单
位等社会力量。比如，由政府部

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民间社团
等组成保护未成年人的机构——
它们既是服务机构也是保护机构，
这一立体网络有利于实现政府、社
会、家庭对“困境儿童”保护的无缝
对接。

将救助儿童范围覆盖到全体
“困境儿童”，我市洛宁县已走到
了全市甚至全国的前列。他们通
过整合财政资金、吸收社会资金、
举债等方式筹措资金，在全国率
先成立困难儿童救助基金。不仅
如此，对“困境儿童”，除了进行成
长期间的心理辅导，他们还对其
监护人进行培训以改善他们的教
育方法，来保证孩子能够健康成
长；除了为“困境儿童”提供学费、
生活费补助，以后还将安排他们
接受全免费职业技能教育。

这一对“困境儿童”的救助模
式，如果能在更大范围内被普及、
复制，将能使更多像蔓蔓这样的

“困境儿童”摆脱不幸命运，在阳光
下幸福生活。

【今日话题】临近高考，高三
考生正在全身心地复习备考，有的
学生甚至进入“高压”状态，心烦意
乱。与此同时，一些家长显得比考
生还焦虑，难免会把情绪传递给孩
子，给孩子带来更大的压力。（见本
报17日A21版报道）

老谭：一 人 高 考 ，全 家 上
阵 ——每到高考，这就成了一道别
样的风景。

小洛：往年很多考点门前，陪
考的看起来比考试的都多。

老谭：何止是陪考，有些家长
甚至早就请了大假，在孩子备考时

就形影不离啦。
小洛：全天候照顾生活起居，

保证营养跟得上，有必要。
老谭：我看未必。考生本身

就够“鸭梨山大”了，又是营养大
餐，又是全程陪伴，家长这样体贴
入微的照顾，往往会给孩子一种
心理暗示，徒增考生压力，效果适
得其反。

小洛：关照并不一定都会产
生压力，有时也会带来鼓励，让孩
子更好地备考，提高学习效率。

老谭：不是没道理。但面对
高考这一人生大考，家长不大可
能不紧张，甚至早于孩子“扛不
住”。孩子一不高兴，大人就寻思
着咋对付；摸底成绩一波动，父母
就食不甘味，愁眉苦脸，这势必会
传染给孩子。

小洛：这取决于怎么做了。只要
家长不去刻意问这问那，问题就不大。

老谭：很多家长估计也这么想，
但他们可能意识不到，过度关照会产
生负作用，让孩子在备考之余，去适
应家长用心构筑的新环境，无形间就
会分心，增加心理内耗。

小洛：还是因人而异，有的考生
自立能力强，不需要父母过多的照
顾，就能处理好学习与生活。但有
的考生就差一些，这就需要家长做
好后勤保障，为孩子减少后顾之忧。

老谭：不矛盾。家长进行适度
“冷处理”，不去刻意改变以往的生
活与学习环境，平时怎样就怎样，
这样更有助于孩子减小压力，以平
常心考出佳绩。当然，孩子真有需
求的话，还是要尽量满足。

小洛：对，家长作决定之前，最
好跟孩子商量商量，征求一下孩子
的意见，这样既不增加孩子的压
力，也能让孩子在舒适的环境中安
心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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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喝酒不努力，明天努力找
酒喝。

——广西一名县委书记坦言，
真正好酒的干部很少，但为了维持
“圈子”，有时候没办法不喝。甚至
如果几个星期不参加这种吃喝，就
会感觉被边缘化了。

胸罩那么大一点，要好几百块
钱，按平米算，比房子贵多了。

——听到依文企业集团董事长
夏华和当当网董事长俞渝抱怨房价
高，“一套房把三辈子的收入都掏进

去了”，地产大鳄任志强反问。

不排除截止具体时间不同造
成的统计数据会有变化等因素。

——中国红十字总会报送民
政部的庐山地震捐款数据与其官
方微博通报的数据相差46万元。
面对质疑，其工作人员如此解释。

职场个人幸福感排名中，政府
机关排名倒数第一。

——中科院一项调查呈现上
述结果。工作人员分析，一些人成

为公务员后可能发现，公务员也会
经常加班，也会很累，理想与现实
有偏差。

送现金也得有技巧，用纸箱子
装现金放在车的后备厢，在茶楼或
饭店，直接挪到对方车的后备厢。

——某建设集团旗下项目施
工公司总经理自述，他们主要承接
一些铁路基建、住房、保障房等工
程，他几乎每天都在应酬，工作就
是请客、吃饭、送礼，一个亿的工程
好处费200万元起。

戒烟入医保
并非“没事找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