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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洛阳晚报#龙门e站# 洛阳晚报官方微博，最爱洛阳最懂你

龙门 站ee公共图书馆，多些再多些
网上寻医问药终究不靠谱

【新闻背景】最近，国务院有关
部门对基层医改的一项调查显示：超
过90%的群众反映看病方便了，超
过80%的群众反映看病便宜了，患
者对就医环境的满意度大幅提升。
（11月10日《人民日报》）

“八成民众反映看病变便宜”，这
一调查结果，被很多人戏谑为“新闻
联播式”的幸福。

事实上，上述调查的目标，本
不是整体的看病价格，调查对象也
非所有患者，而仅仅是对基层医改
的一次调查统计。言下之意，人家
调查的只是县乡医疗机构、社区医
院等基层卫生院，城市的大医院应
当并不包含在内。平心而论，随着
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的推广，基
层看病无论水平有无长进，但的确

是便宜了，再加上对社区医院补贴力
度的加大，社区医院能够买到更便宜
的药。

但就目前而言，看病贵还是便
宜，的确还不能割裂出基层医疗来说
事儿。毕竟，基层医疗真正实现的覆
盖率实在有限，即便是基层医疗确实
更便宜，真正得其实惠的公众也仍然
是少数。这一点，从大医院医生忙得
如同热锅上蚂蚁，而基层社区医生则
相对清闲得多，就可见一斑。指望

“八成民众反映基层看病更便宜”成
为民众的普遍感受，自然也只能是一
厢情愿。

如何让基层医疗价廉物更美，提
升基层医疗的水平与覆盖面，真正让
基层医疗覆盖绝大多数民众的医疗需
求，才是真正值得考虑的问题。

■洛浦听风

“八成群众觉得看病变便宜”
为何难有共鸣

□武洁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城市的公共图书馆，就是要提供市民与书籍、知识相遇的场所。
这个场所，当然是越便利越好，越多越好。

脑出血时，取针将患者双耳垂
最下点刺破，各挤一滴血，马上就会
治愈？心脏猝死发生后，取针刺破
十个脚指尖，各挤一滴血，病人就会
清醒？……晚报调查发现，这些神
乎其神的网传“救命方法”不仅救不
了命，反倒有可能害了命。对此，网
友各抒己见。

网上可以买东西，甚至可以谈
恋爱，有人到网上寻医问药似乎也
就不足为奇了。@洛阳李大勇：也
看过，也转过，也信过。@紫色蔷薇
zzz说：我也信了，看来以后对这些
网文不敢轻信啊！@陆秀红 1：我
有个朋友在网上看病，不过云里雾
里地被骗了。

“ 救 命 三 法 ”实 为“ 害 命 三
法”，为何还总有人轻信？@悠闲
休憩：缺乏基本的健康知识。@陕
西冯燮的观点赢得了很多人认可：
之所以轻信网络偏方，关键还是
现实看病贵、看病难的客观环境
所致。

是啊，医疗服务供不应求，有

些人才自己想办法。@东关大石
桥认为，老百姓对养生、医疗知识有
需求，可除了挂号就诊，得到这种知
识的渠道太少，以至于一见宣传此
类知识的，大家都如饥似渴，难辨真
假了。

网络信息鱼龙混杂，一定要细
细甄别！@妩媚美女粉丝：科普人
士声音弱，网络监管力度软，个别人
以讹传讹，辟谣速度跟不上，这些都
对网传“良方”泛滥成灾起推波助澜
的作用。@月朗昌谷：有时查查也
无妨，但只能作为参考。@冠军亚
洲 2013 呼吁：网上问诊有风险，患
者求医须谨慎。

如何辨别网上“良方”“秘方”真
假？@书生香：一个治病方法如果
真的很有效，在传媒如此发达的今
天，它真的就不会很“偏”。@凌霄
LingX：高中生物只要学好点儿，就
能把很多养生谣言当笑话看。提高
科学素养，是看穿“偏方”的最佳方
法。@阳光不琇：有病了，还是去医
院遵医嘱靠谱呀。 （魏春兴）

晚报报道，我市开始面向全市招
募文化志愿者了，有意者都可以到各
县（市）、区的文化馆等部门报名。其
实，即使没有一技之长能够参加个演
出、办个文化讲座啥的，只要愿意出
力，能在各种文化活动中跑跑腿，也
是很有意义的。

洛阳正在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城市更“有文化”，
能提供更多公共文化服务，对每一
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是大好事。而
市民们对城市是不是“有文化”的最
直观感受，恐怕还是身边的公共图
书馆。

从生活经验来看，真正“看见书
（不含课本）就头疼”的人，我几乎没有
见过。就是夜市卖地摊书的摊位，光
顾的顾客通常也比其他摊位多。由着
兴趣，闲了翻一翻书，对绝大多数人来
说都是件很愉快的事情。不过，现实
的问题是，图书馆在哪里？

社区要是有图书室当然最方
便。但能设置图书室的社区本就极
少，即使有，除了 014 中心、市府院
等个别有单位可依托的，多数都有
名无实。我在涧西住，提到图书馆，
先想到的还是八一路附近的市图
书馆和开元大道上的新区图书馆。
今年年初得知区里也有图书馆后，
天热时还找到那里，环境不错，但
书似乎不外借，藏书量也有限得
很，不知现在如何。

今年，新区图书馆开馆了，身边
有爱读书的朋友对其赞不绝口。它

由市政府和河科大共建，面向全体市
民开放，设施很先进，藏书也极丰，当
然值得好好利用。但对多数市民来
说，它毕竟太远了。

要知道，许多人与阅读发生联
系、爱上阅读并从中获益，常常是很
自然的事情：没事去转转，路过了瞅
一眼，甚至只为去蹭个免费空调，就
让阅读走进了生活。城市的公共图
书馆，就是要提供市民与书籍、知识
相遇的场所。这个场所，当然是越便
利越好，越多越好。到菜市场采购完
毕的阿姨，回家路上拐到图书馆还本
书；等姑娘去约会吃饭的小伙儿，溜
达到图书馆借本书——这样的城市，
想没文化都难。

按理，就绝对数量来说，洛阳的
图书馆也许不算太少。即使各大中
厂矿的图书馆日趋式微，在各高校、
科研院所、机关事业单位的图书馆
中，也有不少条件不错的。那么，能
否借鉴新区图书馆的做法，设法让
这些内部图书馆与公用图书馆实现
共建共享、资源整合？这当然是不容
易的。就像学校体育场馆向市民开
放这事，说的时间可不短了，也没见
啥下文。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共
享，当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
有效办法。

一个喜讯是，我市在创建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规划中，就
包括各城市区图书馆改扩建的工
程。让想读书的市民能就近借到书
读，未来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