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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市卫健委、市发改委、市财
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医保局联合印发

《北京市促进诊所发展试点的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方案鼓励在医疗机构
执业满五年，取得中级及以上职称资格的
医师，全职或兼职开办专科诊所，鼓励其提
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同时，诊所服务价
格实行自主定价。

鼓励医生开办诊所，是多赢之举。对
医生来说，可以增加收入、更好地实现自身
价值；对于病人来说，可以满足多层次多样
化的医疗服务需求；对医院来说，诊所是将
患者合理分流到基层，缓解大医院看病难
的有效举措。除了北京之外，2019 年至
2020年，我国将在上海、南京、杭州等10个
城市开展促进诊所发展试点工作。

鼓励医生开办诊所，是医生多点执业
政策的延续。医生多点执业政策，推行初
衷也是本着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科学配置和

合理流动，可是，在各地试行多年，大多叫
好不叫座。不仅多点执业医生比例低，而
且要么是退休医生，要么是“公派”医生。
究其原因，一是医院动力不足，大多数医院
不支持不反对，处观望状态。毕竟，自己医
院培养出来的医生为什么要去为其他医院
服务？医生兼职会不会把自己医院的病人
导流去其他地方？这些都是问题。二是医
生动力也不足。因为多点执业的大部分还
是公立大医院的医生，本来工作量就比较
饱和，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也担心医院
领导有看法，再加上多点执业可能会增加
医疗风险，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下，医生们
不愿意多冒风险。

多点执业遇冷，政策也一再放宽。医
生开办诊所，就是进一步鼓励医生流动的政
策，要真正实现政策初衷，让各方受益，还要
多多总结多点执业的经验，加强保障措施，
解除医生后顾之忧。从多点执业来看，鼓励

医生办诊所，还要迈过三道坎。
一是信任坎。尤其是医生兼职

办诊所，如何平衡好医院和诊所的
工作量？如何消除把患者从医院导
流到诊所的疑问？二是发展坎。医
生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大
医院有更好的平台和机会，如果不
能解决好医生后续发展的问题，在
职称评定、职业晋升等方面给予诊所
医生同样的机会，好不容易进入大医院工作
的医生很难会选择当个体户。三是保障
坎。开诊所意味着医生要独立面对医疗风
险，应有更多的诸如医疗责任保险之类的保
障措施，有第三方机构来帮助认定和处理医
疗责任纠纷，以解创业医生的后顾之忧。

医生全职或兼职开办诊所，从方案来
看门槛并不高，但放宽手续只是一方面，只
有真正解决了医生的后顾之忧，医生全职或
兼职开诊所的制度才会更好落地。 □谭敏

鼓励医生办诊所要过三道坎

一本讲述作家路遥的非虚
构作品《路遥的时间——见证路
遥最后的日子》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推出。全书用 40万字，讲述
了路遥生命最后的时间，也讲述
了路遥在茅盾文学奖光芒背后
的沉重与无奈。

笔者了解到，这本书的作者
航宇是路遥的同乡、同事、朋友，
在路遥生命最后的两年，他如亲
人般陪伴、照顾路遥。
秘密空间内全身心投入写作

很多人了解路遥，都是通过
路遥的创作随笔集《早晨从中午
开始》。

据作者航宇在《路遥的时
间》中记述，路遥在创作《早晨从

中午开始》时也颇费了一番周
折。为了保障写作时间和安静
的写作环境，路遥交代航宇去招
待所给他定了一个房间。在没
有人注意的情况下，路遥偷偷跑
进了招待所开始写作，并嘱咐航
宇不要跟任何人说他的去向。
在这个秘密的空间内，路遥开始
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

生活中对吃穿极不讲究
作为一个内心十分丰富的

作家，路遥在生活中却是对吃穿
极不讲究的人。据航宇记述，去
北京领茅盾文学奖时，路遥仅带
了一个帆布挎包，穿得十分朴
素，就像一个去赶集的乡下农
民。此外，路遥还有个特点，就
是夏天从来不穿袜子。

身为陕北人，路遥钟爱陕北
的饭食——扯面片、洋芋擦擦、

豆钱钱饭、小米稀饭都是他最爱
吃的。但是，在路遥的生活中，
这些简单的粥饭也是很难吃到
的。航宇在文中回忆了让他非
常伤心的一幕，有一天他回到陕
西作协的院子，突然看到饥饿的
路遥正在一棵大树下吃“午饭”：
路遥一只手拿着一张旧报纸,报
纸里裹着一个烧饼,另一只手拿
着一根黄瓜还有一根剥了皮的
葱，一口干饼一口葱地吃着。那
时路遥已经生病，天还下着蒙蒙
的细雨，可他一点儿也不在乎，
完全沉浸在思考中。

获茅奖后面临中年危机
在书中，航宇也讲述了路遥

获茅盾文学奖后的生活。在世
人看来，茅奖荣誉让路遥风光无
限，但事实是，路遥当时正面临
中年危机：一方面，路遥是个绝

对的生活强者，他像个出色的谋
略家，安排着身边的一切。他让
航宇帮忙筹措编辑报告文学集，
赚生活费；他接受家乡清涧县的
邀请荣归故里，回乡为文学爱好
者作讲座、看望许久未见的父
亲，顺路寻找机会帮弟弟安排工
作；为了离婚后女儿远远能够有
好的生活环境，他在重病之中亲
自安排新家装修的每个细节。
时间对于路遥来说太珍贵了，每
分每秒他都不能放过。

另一方面，一地鸡毛的日常
生活也让路遥不断地暴露着他
的矛盾和脆弱。病倒之后，路遥
刻意隐瞒自己的病情，独自去了
延安，没想到刚下火车就被送进
了医院，自此在病房度过了最后
的日子；出于强烈的自尊心，他
不愿让别人了解他的病情，也拒

绝积极治疗，导致他的病情一直
恶化。

在最后的日子，路遥还有很
多写作计划，仍然雄心勃勃，渴
望病好后能在文学上创作更多
辉煌的作品。 □张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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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小时候读书着迷，看见书就想“啃”。
我说“啃”不是夸张，也非矫情。识字有
限，读书冲动却大，看见书就抑制不住好
奇心，非要用阅读证明自己很了不起。一
次，不知从哪里得了一本旧书，竖排本，繁
体字，前后都没有封皮，也没有目录，书籍
上倒有三个字，字迹漫漶，认得前一个是

“石”，后一个是“记”，中间一个是繁体字，
不认识。问过几个读过书的人都摇头，还
用惊愕的目光斜视我。后来才明白人家
摇头不仅仅是不认识那个字，还对我手里
的书不以为然。在他们眼里，我读的是当
时“破四旧”的“旧”，“有毒”呢。至于我，
无知无畏，初生牛犊不怕虎。管他呢，先
读。虽然读得磕磕绊绊，不怕虎偏偏常遇

“拦路虎”（繁体字），譬如贾宝玉的繁体字
“寳”我就不认识，但还是读进去了，且读
得津津有味。暑热炎夏，我在灯下读

“旧”，只穿背心短裤，蚊虫群飞而叮咬，胳
膊、腿上尽是红疙瘩。村人知道了后笑而
指说：“读书读瓜了！”读完后不过瘾，又读
了一遍。我把读来的故事讲给玩伴听，嘴
里不离“贾啥玉”“林啥玉”“啥啥啥”（薛宝
钗），玩伴们照样洗耳恭听，还和我一样津
津有味。后来一位教书先生告诉我，我读
的是《红楼梦》。后来又逮了邻村一个教
书先生的话，他说《红楼梦》也叫《石头
记》。他转头向我怪笑：“这不是好书！”我
听闻后心惊肉跳，不敢吱声，以为自己干
了偷鸡摸狗的事情。

我上高一时，去逛县新华书店，看见
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简体本《红楼
梦》，再次心惊肉跳，毫不犹豫地买了一
套，躲过人偷读。那是1979年的秋天，文
学读本如雨后春笋，读四大名著也蔚然成
风。我的同学贾西民也偷读《红楼梦》，还
向我背诵其中的诗句，令我对他由往日的
侧目而视改为刮目相看。此前我是不喜
欢读诗词的，一心惦记的是贾宝玉与林黛
玉的爱情，发自内心希望他们可以花好月
圆。第一次通读《红楼梦》，我就厌恶薛宝
钗，往后每每重读《红楼梦》，对薛的“恶”
感总是挥之不去，但渐渐好转，对林的同

情依然如故，好感却一直递减。
上大一时，我第二次通读《红楼梦》，

这一次读得仔细，诗词诔文一字不落。关
注的还是一个“情”字，爱情、亲情、友情、
人情我都用心灵去一一甄别。改变了对
贾母的看法，觉得她老人家还是心慈和
善；改变了对刘姥姥的看法，觉得她老人
家有点“势利”；改变了对贾政的看法，觉
得他基本上还算正人君子；不喜欢晴雯，
嫌她任性，还打骂小丫鬟；偏爱紫鹃，希望
贾宝玉娶她。大观园里的是是非非、花花
草草、枝枝蔓蔓我都不感兴趣，我只希望
贾宝玉能被理解，能少挨打，能与林黛玉

“有情人终成眷属”。奇怪，每一次阅读都

抱着这种想法，好像冥冥之中，结局就该
这样。

参加工作后，我第三次通读了《红楼
梦》。这一次通读，我自认为“读通”了，这
可能与我的人生阅历、文学素养以及感
悟、觉悟有关吧，总之是我对《红楼梦》完
全心悦诚服了。正是这样的阅读使我欲
罢不能，愈能感觉《红楼梦》所营造的文字
魔力一如魔方。我给“读通”之所以打上
了引号，是因为自以为是的“读通”实际上
未必真正“读通”，否则就不会生发一而
再、再而三“通读”的兴趣了。截至当下，
我已通读了十二遍《红楼梦》。“读通”了

吗？坦率地说，如果再读仍能读出新意，
仍会生发新的感悟，那就等于说离真正

“读通”还远着呢。
我得承认《红楼梦》影响了我。这种

影响不是洪水漫灌式的，更不是灌输教唆
式的，而是一种深水静流的内力驱动，或
者是一种草底溪流的浸润渗透，等我感受
到时，已不由自主了。毋庸讳言，我的文
笔与写作技巧就受了《红楼梦》的潜移默
化。我是不知不觉间发现这种影响的，自
然窃喜。拜师学艺，也不过如此。老师传
道授业解惑固然使学生受益，却也易使学
生作茧自缚、亦步亦趋，衣钵授受而一生
无法挣脱。曹雪芹算得是“我师”，我无缘

受他老人家“耳提面命”式教诲，却有心在
读红中受到曹氏文学的滋润与浸泡。这
恰合杜子美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对我来说，《红楼梦》就是“好雨”，甚至是

“甘霖”。每一次通读《红楼梦》就等于是
给自己的心田“人工降雨”，心灵的感受是
不言而喻的。这好比吃素，百吃不厌，偏
从吃中得到好处。与其花费时间去倾听
二流、三流文学家谈写作，不如就静下心
来拜读《红楼梦》，这是我读红最大的心得。

读红还使我觉悟，《红楼梦》是不可复
制的，就像文物不可再生一样。十八世
纪，康乾盛世，贵族家庭，锦衣玉食，花朵
簇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在少年多梦的
季节遭遇红楼大厦崩塌等人生元素与变
故，都赋予了曹雪芹创作的先天优势。生
来不是等闲之辈，天赋机敏，却不肯就范
八股文风；与政治脱不开干系却对政治不
感兴趣；拥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式的爱情体验，却无力挣脱父母之命的婚
姻枷锁；有贵族身份却无贵族矫情，无平
民阅历却有平民情怀；天上地下饱受桑田
沧海式世态人情巨变，流落民间仍能自食
其力等人生遭际，对曹雪芹来说看似不
幸，却是万幸，都为他奠定了“得天独厚”
的创作资本。人生如梦，他偏要把这梦用
他如椽大笔付诸文字，落于纸上；与生俱
来的文学天赋使他的创作虽然呕心沥血，
却也如鱼得水；高屋建瓴的文学构思使他
的创作起笔便在白云之上，俯瞰万水千山
与层峦叠嶂；饱学多才的知识素养使他的
创作呼风唤雨，撒豆成兵。 □孔明

■我与书■

读红偶记

“指路小纸条”
走红网络

将始发、途经该点的公交车、
地铁班次及站点信息，打印成五
颜六色的小纸条挂在出站口墙面
上，供需要的乘客取用……

连日来，天津火车站出站口
的“指路小纸条”走红网络。据了
解，“指路小纸条”先后共投放了
6000多条，自实施以来，平均每天
被取走250多条。

□文/石羚 图/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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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怒”，你有吗？
听说过“路怒”，那你听说过“下

载怒”吗？顾名思义，这是因嫌下载
速度慢产生的愤怒。英国一项最新

调查显示，跨入 21 世纪后达
到成年年龄的“千禧一代”年轻人用
手机下载文件时等待不到1分钟就
会出现“下载怒”。

细思之，与网络生活相关的怒，
远不止“下载怒”。譬如“上网怒”，
网页打开时间超过几秒钟，多数人
就索性不看了，一关了之；“聊天
怒”，只要对方两三分钟内不回信
息，再回也不太想理他了；“游戏
怒”，与陌生人联手打游戏，对方动
作稍慢，就催个没完，甚至出言伤
人。下载时长不到 1 分钟就发怒，

是不是他们的时间珍贵到以分钟计？未
必。许多人玩游戏一玩就是一整天，看不
出他们对时间有多珍惜，“下载怒”的根本
原因在于，被速度惯坏了。

在英国这项调查中，有一个现象很好
玩：在16岁至24岁手机用户中，将近25%会
因下载速度慢而发火，而55岁以上用户只有
10%。何以至此？55岁以上的用户，经历过拨
号上网的“龟速时代”，那个年代，用数十秒进
入一个网页、数分钟打开一张图片、数小时下
载一部电影都是寻常事。因此，这一代网民
对网速的包容度远比儿孙辈要大得多。“路

怒”也一样，坐公交车时大家都不怒，
因为车速慢是每个人头脑中的预设
项，自己驾车就不一样了，一旦堵车，
车速降下来，火就容易往上蹿。

速度能够带来激情、制造美好，处理不
当的话，也容易产生惯性、让人依赖。一旦
对速度有了依赖，人们就容易受到速度变化
的裹挟，就像高速行驶的列车突然刹车，乘
客就会受到强烈的惯性作用而向前倾，这种
体验并不好。为了避免出现“急刹车”带来的
不适感，人们只有不断维持某种速度，甚至不
断提速，而人毕竟不是不知疲倦的机器，不
顾实际，一味求快，容易心生浮躁、心火上升、
心力交瘁，各种怒症亦就随之而生。试想，手
机下载文件不到1分钟就动怒，如此情绪管
理，如何面对更大的人生挑战？ □练洪洋

焦
点
评
论日前，笔者注意到两则关于博物馆夜

间开放的新闻。一则是国家博物馆从7月
底开始，每周日“延时开放”至晚上 9 点，

“夜场”普遍受到欢迎；另一则是自8月1日
起广州首批11家博物馆（纪念馆）实行夜间
开放，逢周五、周六、周日，逢重要时间节
点、重大传统节日，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

博物馆实行夜间开放，是值得称道的
利民便民之举。10多年前，一部著名的美
国奇幻喜剧片《博物馆奇妙夜》让观众看

到夜间博物馆的无数奇幻景观，从而觉得
夜间博物馆别有一番味道。不少人特别
想体验一把“博物馆奇妙夜”，这不仅是寻
求刺激的需要，也是丰富文化生活的需
要。同时，博物馆实行夜间开放，也可为
夜间经济再添新亮点。眼下，一些城市相
继提出发展夜间经济，这种夜间经济与以
往的吃喝玩乐等夜间消费有所不同，需要
充分发展夜间文化。这种夜间文化不能
仅停留于“不打烊书店”、看夜场电影等方

面，“文化夜市”“夜游景区”“夜游博物馆”
等，也应成为很重要的方面。

博物馆开“夜场”，还能让市民夜间消
夏有个好去处。夏季的白天烈日炎炎、酷
暑难当，晚上暑气才会消退，结束一天的
忙碌和喧嚣，很多市民希望晚上可以来一
趟文化夜游，看一场露天电影，享受一下清
凉夜读。此时，博物馆、图书馆等考虑延时
服务，无疑能满足市民这方面的需求。

因此，“博物馆奇妙夜”可以更多些。

此前，仅有个别大型博物馆在元宵节举行
“上元之夜”，探索博物馆夜游，或在国际
博物馆日期间举办“博物馆之夜”体验活
动，有的博物馆在晚间仅延时开放一两个
展厅，只能称专场，并非整体对外开放的

“夜场”，这离公众需求还较远。当然，我
国许多博物馆原本就是免费开放，开“夜
场”会增加运营、人力成本。对此，相关部
门应当出台政策，在财力等方面保障博物
馆开展夜间服务。 □何勇海

博物馆“夜场”可以更多些 日前，重庆市合川区法院判决
了一起因当事人在朋友圈骂人最
终赔偿对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案
子。柳某与皮某是微信好友，今年
1月28日和30日，皮某两次在其个
人账号微信朋友圈中发表言论，称
柳某“破坏了别人家庭就该夹起尾
巴做人”等，同时配有柳某照片一
张。柳某诉至合川区法院，法院判
决皮某立即删除不当言论，赔偿柳
某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同时在
微信朋友圈中发表道歉声明。

随着自媒体平台的普及和应
用，微信朋友圈的确给人们的意见
表达、情绪宣泄、信息沟通及人际
往来带来了诸多便利，但网络并非
法外之地，发表言论也需讲原则、
遵规矩、守底线，一旦超出应有界
限就当承担相应责任。法院裁决
皮某在朋友圈骂人涉嫌侵权，责令
其删除相关不当言论、赔偿柳某精
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并在微信朋
友圈中发表道歉声明，就是警示肆
意辱骂行为的以案说法，其法治教
育意义值得关注。

相较于现实社会，网络虽有虚
拟空间的属性，但同样要受公序良
俗和法律法规的约束与管辖。人
们无论是要宣泄情绪、表达诉求，
还是要处置纠纷、维护权益，都当
以理性心态、文明语言和合法手段
有序进行。这既是国民素养，也是
责任担当，更是法律义务。鉴于微
信朋友圈具有的信息公开性和语
言写实性特质，在朋友圈留言骂人
给受害者造成的负面影响，甚至大
于在现实社会中街头闹市的出口
伤人。它实际上构成了对当事人
依法享有的名誉权的不法侵害，理
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名誉权是民事主体就自身属
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和自
我评价享有的保有和维护的人格权。这是作为
社会公民依法享有的最基本权益。我国多部法
律对此都有明确的保护条款。其中侵权
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
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同时，该条明
确列举出包括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
肖像权、隐私权等在内的共计18项民事
权益。该法第3条还规定，“被侵权人有
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而在我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和刑法第246条
的规定中，更有对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
事实诽谤他人行为的具体处罚标准。

此次案件，对于那些喜欢把微信朋
友圈当作发泄私愤场、侮辱他人的违法
任性者，无疑是一种深刻教育和现实
警醒。 □张玉胜

■秦风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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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农村五六十年代的人，以及他们
的子女，是《群山绝响》（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总社 2018年 2月版）的热衷读者。他们从小
说里看到了自身的往昔生活；或者从父辈嘴
里听来的絮絮叨叨的陈年琐事——如今因
阅读小说的形象化与极具细节化，而留下比
较完整的，对于那个时代的印象与认知。

这部长篇我用毛笔写了三年时间。冷
冻一段时间开始修改，断断续续地修改了
两年时间，出版不久即二次印刷，现已三
次印刷。

我的妻子不怎么读我的作品。但是这一
本《群山绝响》，她连看两天读完了，非常
稀罕地夸赞了几句。要知道在多数妻子眼
里，丈夫大抵是种乏善可陈的动物。不过妻
子同时批评，或者说质疑：当时的农村真
有这么苦吗？我一参加工作就在人民公社
机关工作了两年，天天下乡，感觉没这么
严重嘛。我说你是一九七九年由县城下到
农村公社工作的，而我小说写的是一九七
六年，时代变了，尽管不是后来的巨变，但
根本原因是，你是城里吃商品粮长大的，我

是乡下吃农业粮长大的，切肤感受只能是我而不是你，妻子
不再吱声。

恰在此时，我微信晒元宵，说我小时候只从大人嘴里听
说元宵、粽子、月饼、年糕之类的节令美食，生活里却不曾见
过。一位女作家留言说我夸大其词，称她记忆里并不如此。
我说你也是城里吃商品粮的，知道晋惠帝典故吗？某年乡村
大饥荒，到处饿死人，面对大臣奏报，晋惠帝以反问语气给出
了解决方案：老百姓没有米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粥呢？

网上不时看见一些言论，说那时很平等。此说不无道
理，只是表述欠缺完整与确切。妥帖的说法似应这样：那
时的商品粮之间比较平等，那时的农业粮之间比较平等。
但是商品粮与农业粮之间，就大不平等了。八亿农业粮人
均收入，不到一亿商品粮人均收入的十分之一。因此农村人
的生活可想而知。所以那个时代，除了国家宏大的“两弹一
星”神话外，真正诱惑底层人的神话是——跳农门、吃商品粮。

但我，并不想以“诉说苦难”为基调来写我的这部长篇。
况且纵向比较民国战乱年代，新中国的光景简直好得很了。
再说文学作品，有别于“灾情报告”，文学作品有着天然的美
学义务。我侧重要写的是黎民之朴素、伦理之亲爱，地域之
旖旎、乡风之别样——特别是生命之草芥且坚韧。

二十世纪的中国，有四大
关键点：一九一一年帝制终
结；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一
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一九七
六年毛主席逝世。《群山绝响》
写的是一九七六年，故事发生
到终结仅九个月，即周总理去
世到毛主席去世期间。壮丽
国史自有史家书写，微末民生
理当作家填补。

我自以为完成了某件使
命。我无愧于生我养我的至
亲与土地，对得起培养我的师
友与广大读者。 □方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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