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教育部宣布失效一批文件， 包括
《关于继续实施“985 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
《关于补充高等教育“211 工程”三期建设规划
的通知》。 教育部等正研究制定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和政策，拟今年启动
新一轮建设。这意味着“985”“211”这类名校标
签将到期？ 这个说法以后是不是没意义了？

“作为高三考生的家长，‘211’，‘985’早
已深入我心。 ”某考生母亲说，为了孩子填志
愿，她半年前就开始了解“985”“211”高校的
情况。 “多数家长已对这两个称谓形成了深刻
印象，成为替子女考虑择校的标准。 ”

有业内人士分析，实际上，国家已经有了
新的部署。目前，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正研究制定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
施办法和配套政策， 拟于今年启动新一轮建
设。 “985 工程”和“211 工程”，也将统一纳入
“双一流”建设。 “双一流”也许将成为名校新
的代名词。

据央视新闻 6 月 29 日报道， 因网络售
药问题多，近期，广东、上海、河北等地食药
监局纷纷暂停互联网第三方平台药品零售
试点。

“网上订餐要监管，网络买药更需要监
管。 ”有网友表示。 有业内人士认为，国家将
对前一阶段试点工作所暴露的问题进行研
究，以制定更加严格的网络售药规范。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付钢公开表
示，第一是必须要有清晰的处方来源，医生要
有执业医师号，要有一个网络系统，如果有问
题医生是可以被问询的； 第二条就是要有职
业药师审方制度，要审核的是医生的资质，患
者的既往病史、服药的历史。

（兰德华 编辑整理 视觉中国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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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支付实名制难在哪儿？1

当前，微信红包、扫码支付、手机转账等
网络支付已成为百姓日常消费必不可少的一
部分。中国人民银行去年发布的《非银行支付
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 于 7 月 1 日起
正式实施。按照新规则要求，实名制能否顺利
落地成为公众及业内普遍关心的问题。

有专家认为， 现有的网络支付环境的确
存在较大风险，易滋生欺诈、洗钱、盗刷等风
险。为尽量避免风险，网络支付实名制就显得
尤为重要。 “大家都知道实名制有好处，但现
在信息泄露问题也很严重， 补录个人信息让
多数人不太放心。 ”网友王先生表示了担忧。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有近 200 家
网上商城或支付平台被曝存在安全漏洞，导
致数据库信息被窃取。其中，多家网站泄露的
用户信息达到数百万条， 最多的甚至达到上
千万条。有业内人士表示，需要通过立法加大
对泄露用户信息行为的惩处力度， 否则不仅
遏制不住乱象，还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985”“211”到期不续？2

互联网售药被叫停3

特殊社区里的“急救队长”
香炉营社区是一个有 2500 多户的老旧社区，经济困难户多、残障人士多、老年人多。 “这些居

民都是困难群体，你得去照顾好他们”

本报记者 兰德华

●

【“错峰上下班”治堵，真的可行吗？ 】为
缓解交通拥堵， 沈阳发布调查问卷征求民
意，将分析了解实行错峰上下班的可行性。
虽有市民支持， 但有不少人担心此举会影
响工作和生活。 在机关工作的孙博提出疑
问：如果我早上班，我联系的单位或者部门
还没上班，会不会影响工作呢？

（6 月 20 日《工人日报》报道）
@ 龙腾四海 112：治理交通拥堵，错峰

出行效果不大，反而易引发新的矛盾。建议
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在城市规划上下功
夫，尽可能采用立交桥等缓解交通压力；其
次， 完善交通管制， 对违反交通规则的车
辆、行人，采取必要处罚；最后，加大对公共
交通的投入，倡导市民利用公交车、地铁等
公共交通出行！

@ 樊耀文微博： 各行各业要协调好，
统一调整工作时间，才能让错峰上班有效。

【“当众打屁股”， 能培训出优秀员工
吗？ 】近日，一段山西长治漳泽农商银行“员
工被当众打屁股”的视频在网上热传。从声
嘶力竭呼喊口号、不眠不休户外拉练，到让
员工下跪爬行、当众打屁股，这样就能建立
起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吗？ 又有多少员工
能够真正买账？

（6 月 22 日《工人日报》报道）
@ 阿七若丹：有尊重才会向上，这种有

损于员工尊严的所谓训练是一个心智健全
的人完全无法接受的，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 哲焊： 奇葩培训不利于员工的职业
成长和发展， 建立不了真正的企业文化，各
企业要引以为鉴。 去掉不必要的瞎折腾，引
入人性化的培训和管理才能赢得员工的心。
员工真正得到锻炼，才能促进企业的发展。

【内蒙古 31 名打工者收“放假通知”被
迫停工】内蒙古 31 名打工者在一企业工作
近 10 年， 企业未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也
未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 2014 年，31 人收
到“放假通知”后被迫停工，从此走上长达
两年的维权路。 近日，31 人拿到经济赔偿
金、各项社会保险补偿金共计 120 多万元。

（6 月 23 日《工人日报》报道）
@ 河江海湖洋：维权有路，是社会的

一大进步。

本报讯（记者郑莉）“小小梦想，迎风飞
扬……”6 月 18 日上午，在北京市四得公园，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和袖珍人之家、 美儿
SMA 中心共同发起了“爱行走之·从不罕见”
徒步活动，向社会宣传罕见病知识，并促进
罕见病患者融入社会，呼吁对罕见病患者给
予足够的制度保障。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 罕见病为患

病人数占总人口的 0.65‰~1‰的疾病， 目前
已确认的病种有 5000 种到 6000 种， 包括成
骨不全症、白化症、血友症等。据估测，我国罕
见病患者有上千万人之多， 他们大多数没有
得到有效治疗。

值得关注的是 ，罕见疾病对患者的影
响 ，不仅是先天发育严重受限 、终身残障
和巨额医疗费用 ，还有长期在家无法接受
正常教育 、缺乏就业技能和独立生活的能
力 。

“目前，罕见病群体远未得到充足的保
障。 ”组织徒步活动的袖珍人之家负责人告

诉记者，仅以垂体柄阻断综合征患者为例，
他们由于生长激素完全或部分缺乏， 导致
生长迟缓、身材矮小，被称为“袖珍人”。 “袖
珍人”每月所需药费在 3000 元到 5000 元左
右，这些费用并未被纳入医保范围，导致许
多患者无法承担高昂药费， 错过最佳治疗
时机。

据了解，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涉及

罕见疾病的法律 ，通过在药品生产 、医疗
保障 、社会保险 、个人权益等多方面出台
强制规定 ，来确保患者的治疗救助和正常
生活。

徒步活动中，所有参赛选手都努力走完
了全程， 领到了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证书。
参与者不仅有生长激素缺乏症、脊髓性肌萎
缩症、成骨不全、血友病、粘多糖贮积症等罕
见病人及家属，也有热心公益的志愿者。 “罕
见疾病不是传染病，需要让更多公众意识到
罕见病的存在，给予患者更多关爱。 ”组织者
表示。

本报讯 6 月 30 日，中国工业摄影协会
工业产品摄影委员会在沈阳成立。

据介绍， 随着我国工业化的推进和市场
经济的发展， 工业产品摄影从无到有快速进
步， 成为推动工业产品创新的实用手段和产
品品牌传播的重要方式， 但在为工业实体经
济服务上还缺乏明晰的理念和有效的组织，
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着较大差距。 为了适
应国家加快实施“中国制造 2025”和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客观需求， 使摄影艺术更好地
为经济发展服务， 中国工业摄影协会决定成

立工业产品摄影委员会。
据悉， 工业产品摄影委员会领导团队由

9 人组成， 都是在工业产品摄影领域有创造
力、有影响力的知名专家和组织者。中国工业
摄影协会秘书长杨光表示， 工业产品摄影委
员会将在年内举办第一届中国工业产品摄影
展览， 集中展示和奖励一批我国工业产品摄
影的精品佳作。开展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加
强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推动工业产品创意摄
影、实物摄影、应用摄影和技术样本摄影百花
齐放、全面发展。 （顾威）

本报讯 （记者卢翔）日前，记者从江西省
有关部门了解到，中国景德镇（陶瓷）知识产
权快速维权中心专利申请快速通道正式开
通。 今后，相关企业通过快速通道申请专利，
最快 7 天就可获得授权。

快速通道正式开通后， 景德镇陶瓷大学
的两项陶瓷外观设计专利———陶瓷杯（福）和

陶瓷茶杯（国色天香）作为首批快速申请案例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递交了申请， 经审查后于
5 月 27 日成功确权。 据了解，以往景德镇地
区的陶瓷外观设计专利确权时间为 3 个月以
上，快速确权实现了对企业创新产品的保护，
同时也对促进景德镇陶瓷产业转型升级具有
重要意义。

英国男子去世
将器官捐给
6个中国人

千万罕见病患者需足够制度保障

景德镇陶瓷知识产权维权通道开通

工业影协工业产品摄影委员会成立

6 月 29 日， 杭州。 29 日是 49 岁的
英国人马克躺在病床上的第 118 天， 也将
是最后一天了。 上午 9 时，马克被送到手术
室，他的两个角膜、一对肾脏、一个心脏、一
个肝脏将捐献给 6 个中国人。 他自愿在死
后将器官捐献给中国人。 这是他早就决定
好的方式， 也是他留给这片深爱着的土地
最后的礼物。

图为马克妻子王女士在病房内照顾他
的场景。

视觉中国 供图

6 月 28 日，在北京市西城区椿树街道香炉营社区办公室内，面对居民送给她的满墙锦旗，赵红英很欣慰。 本报记者 兰德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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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8 日下午 2 时许， 北京市椿树街
道香炉营社区主任赵红英以优秀党员的身
份参加完市委举办的关于庆祝建党 95 周年
的相关活动后，马不停蹄地从会场赶回小区
的办公室。打开房门，来不及喘口气，她打开
相关资料开始第二天参加西城区相关活动
的准备工作。

今年 66 岁，面容消瘦却精神矍铄的她，
操着一口地道的京腔，她是北京若干社区大
妈中最典型的那种。多年的社区工作练就了
办事干练、行动敏捷的行事风格。然而，开会
只是她日常工作的小插曲，多年来，多数时
间，赵红英以同样的速度奔走在社区的各家
各户。东家水管破了、西家没电了，就是这些
事关社区居民吃喝拉撒睡的琐事，是她工作
的头等大事。

小区一栋破旧居民楼内，她和同事仅十
几平方米的办公室，墙上堆满了锦旗。 而每
一面鲜红的锦旗， 都是她 19 年来为社区居

民排忧解难的见证， 也是驱动她扎根下来，
不知疲倦地工作的不竭动力。

老旧小区问题不断
赵红英负责的香炉营社区，是一个 2500

多户的社区，社区分两部分，新盖的高楼和
拆迁区，她主要负责拆迁区。 这里拆迁 16 年
了。 由于各种原因没拆迁走的居民一度还有
559 户。

了解这个拆迁社区的人都知道，这里经
济困难户多、残障人士多、失业人多、老年人
多、患精神疾病的人多。 这个“几多”的特殊
社区，成了赵红英工作的重点。

“这些居民，都是困难群体，你得去照顾
好他们。 ”

除了社区居民身份特殊，面临拆迁的老
小区，问题百出———房屋老旧，管道、线路老
化，由此而来的问题自然层出不穷。

“没有水了、没有电了 、电视没有信号
了，等等各种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不断发
生，都是特别零碎的突发情况。 ”

因此，每年到了汛期，差不多 5 月份开

始就要对社区内的所有老旧房屋进行查房。
“老旧危房，因为它漏水啊。甚至小区内的平
房还可能坍塌，事关人命啊。 ”赵红英和同事
要持续两个月给椿树房管所专业的检修人
员带路，挨门挨户地排查。

“十几年查房，我都成了行家，基本上谁
家有危险，谁家安全，我心里门儿清。 ”赵红
英说。

每到下雨，赵红英就坐不住，60 多岁的
人撑着一把雨伞，在滂沱大雨中，走东串西，
探望那些房屋存在隐患的居民，怕他们的房
子出问题。

除了“救水”防汛，她也“救火”。
解决街坊四邻矛盾与纠纷，调解一家大

打出手的哥俩。 纷争和矛盾不断的小区，让
赵红英成了“救火队长”。

杨素珍老人 ，大儿子向老人借钱买房
后 ，拒绝赡养老人 ；三儿子住着写有老人
名字的房子，却不肯让老人一起住 。 老人
无依无靠，又没有住的地方，无奈之下，找
到了赵红英 ，甚至后来打电话给 110。 为
了解决问题，赵红英在居委会陪老人三天

三夜 ，老人睡床上 ，她睡地上 。 “没办法 ，
老人 70 多岁了。 只能慢慢做工作。 ”后来
经过赵红英和同事的调节 ， 老人同意去
敬老院 。 居委会给她儿子儿媳也做了工
作 ， 要求他们每半个月必须去敬老院看
望老人。

照顾空巢、孤寡老人

赵红英负责的社区，以老人为主，而且
空巢、孤寡老人很多。

张少立老人，无儿无女，没结过婚，日
常生活没人照顾。 冬天赵红英给他安装烟
囱、打扫卫生。 随着老人日益行动不便，赵
红英安排老人到了敬老院。

“他到敬老院，我每半个月必须去看一
次。 ”每到探视的时间，颤巍巍的老人准时
会在敬老院大门口等着赵红英。

其实在这家敬老院， 另有三个等待赵
红英探望的老人，其中一个叫王顺，是个残
疾人。 给不同的老人分别带点他们爱吃的
食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 成了赵红英工作
之外的工作。

刘彩凤（化名）老人，她本人因患病做
肾透析，老伴儿 82 岁，她女儿是精神残疾，
外甥女儿也存在智力障碍 ， 家里的确困
难。 而诸如这样的家庭，都会是赵红英重
点关注的对象，给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有一次， 刘彩凤老人家下水道往上冒
水，老人一个电话，赵红英就立即带着居委
会工作人员，到了他们家中，帮着从屋里往
外扫水，维修管道。

老百姓杂七杂八的事儿，在赵红英这里
就是头等大事。赵红英的手机 24 小时开机，
随叫随到。 有事儿找她，她总能第一时间到
现场。

“拆迁区都是急活儿 ，今儿他们家停
电了 ，明儿他们家水管爆裂了 ，后天他们
家有线电视没信号了。 ”除了常规工作，同
事基本每天处在紧急忙活状态。 19 年了，
没有一年在家过除夕，因为年三十办公室
必须有人值班。 19 年，没有上班下班的概
念 ，没有周六周日 ，年假更是从来没有休
过一天。

解释这一切，赵红英只有一句北京人熟
悉的话：“我忒忙。 ”

希望年轻人扎下根来
结缘社区，很大原因是受母亲影响。 赵

红英的母亲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这个社

区工作，“我母亲那时候在这上班一分钱都
不挣，完全是义务的。 ”

1997 年 3 月 4 日，47 岁的赵红英从北京
一家机械厂的一线工人成了该社区的工作人
员。 她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入职”的时间。

那时候，赵红英在妈妈以及那些老主任
们眼中，俨然还是个孩子。

如今， 母亲一辈的老主任们都已 90 岁
了。 而她，也由当年刚进入社区前辈眼中的
“大英子”，成了后来大家眼中的“赵大姐”，
成了现在年轻人心坎里的“赵姨儿”。

“当初，我母亲说让我来帮帮忙儿。没想
到，一帮就是 19 年多。 ”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 1997 年 ， 她的母
亲扎根社区几十年 ， 一直在这里工作到
70 多岁 。 母亲和老一辈们的选择潜移默
化地感染着赵红英。

“那会儿，居委会办公的地点特别小，六
七个人工作在十几平方米的空间内。前辈们
就是在这狭小的空间里， 无偿地为社区工
作，为居民们办事。 ”聊起母亲那一辈人的工
作，年逾花甲的赵红英依旧感慨。

500 多家拆迁户，如今只剩 12 户了，用
赵红英的话说：“稍微有些喘气的机会了。 ”

“我岁数大了，终究要年轻人接这个工
作。 ”工作这么多年，赵红英不曾有过抱怨。
但最让她心寒的是多年来她培养的年轻人
总留不住。

“我培养一个走一个。 ”谈到基层人才的流
失，老人难掩失落的神色：“我也是真伤心了。 ”

“孩子们有的考公务员到了区里工作，还有
的去了其他事业单位。 基层很难留住年轻人。 ”

现在，赵红英带着两个大小伙子。
“这俩孩子，和我一样，什么时候打电话

什么时候来，甚至夜里打电话就夜里来。 社
区都是急难事儿，特别需要年轻人的帮衬。 ”

“孩子们，应该每天 5 点半下班，但哪天
都没按时下过班，他们都是好孩子。 ”

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年轻人能留在
社区，扎下根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