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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李白去旅行，且以诗意共远方
◎ 樊树林

“智能+定制”让住院陪护不再成困扰
◎ 罗志华

众议苑

“商场公共卫生间门上、墙上都没有标注‘男’‘女’，只有一堆看不懂的图形，我是

真的分不清。”据报道，近日，浙江省宁波市年近七旬的张女士在商场上卫生间时遭遇

尴尬：当她想往以为的“女”卫生间里走时，一位男士突然走了出来。“为什么公共卫生

间不能简单明了标识男女，非要用各种难以理解的图形呢？”据了解，张女士提到的商

场公共卫生间仅用英文标识，图像也有些抽象，男士为圆圈和长方形线条组合，女士

为圆圈和三角形线条组合。商场服务人员也表示，经常有人来问卫生间怎么区分。对

此，你怎么看？

别把“方便”变成不方便
◎ 苑广阔

公共卫生间是供人“方便”的地方，然而，有
个别网友曾表示，自己到了一些公厕门口，只能
站在那里等着，迟迟不敢入内，别人看见还以为
自己不辨东西南北，其实自己是在等厕所里的
人出来，然后据此分辨男女厕所，这是为了避免
不必要的误会。

公厕既为便利而生，那么，在标识的问题上，
确实没必要弄得太复杂。对此，也有一些公厕的
建设管理方比如商场、医院、酒店等做出回应，表
示他们这么做，主要是出于美观、艺术的考虑，尤
其是一些格调比较高雅的公共场所卫生间，更是
习惯采用艺术化的标识来区分男厕女厕。

这样的解释不是没有道理，但一定不要忘

记厕所的基本功能是什么，不能因标识的晦涩
难懂，而妨碍它的便利。退一步说，一些公厕修
建、装修得本身比较艺术、前卫，在男厕女厕的
标识上也艺术、前卫一些，以实现整个厕所的格
调统一，也可以理解，但再艺术、前卫，也应让如
厕者分得清是男厕还是女厕才行。否则，这样的
艺术和前卫，就有喧宾夺主、本末倒置之嫌。

在艺术创意和实用性之间，是可以达成一
种平衡的，比如将男女的汉字或者英文，注释在
艺术、前卫的标识边上，既具有新颖的创意，又
可让不明白标识意思的人能一目了然地区分。
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一些公厕的建设管
理方不妨予以借鉴。

据媒体报道，7 月 22 日晚，“读李白、游
神州”主题旅游线路宣传推广活动在四川
省江油市举行。该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资
源开发司、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四川省
文化和旅游厅、绵阳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现场发布了李白的长江青春之旅、壮年仕
宦之旅、北国漫游之旅三条主题文化旅游
线路。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两
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李白
是中国文学史上彪炳史册的人物。他二十几
岁只身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除了
中年在长安供奉翰林两年半，其余时间，几
乎一直过着飘荡四方的漫游生活，前后历时
二十几年，平生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大山

名川。
李白在二十几年游历中，创作了许多脍

炙人口的诗歌，这些诗歌穿越历史的云烟，
不仅成为当今重要的文化瑰宝，更成为很多
人“念兹在兹”的精神家园。最近，随着动画
电影《长安三万里》的火爆出圈，李白的故事
以及他的诗歌，还有他“履之所至”，再次成
为社会公众的“灵魂栖息”之所、诗与远方的

“抵达”。
“读李白、游神州”主题旅游线路宣传

推广活动的举行，有助于李白这个超级大
IP走向更广阔、更深层的领域。国家相关部
门联合学术研究机构、地方文旅部门系统
梳理李白年表和作品，摸排相关遗迹和景
区，以“诗仙”李白游踪地为线索，设计推出
关于李白的三条主题文化旅游线路，其目
的和意义非常明确，就是希望公众在这些
主题旅游线路的引领下，去探寻李白的游
历足迹，品读他的诗篇，体味壮美山河蕴含
的诗情画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

李白不仅是一位诗人的名字，更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精神标识。在文旅
融合逐步深入推进的当下，一些地方挖掘李
白的故事和文化，将其打造成景点，供游客
去品味其背后的文化精髓，取得的文化和经

济效应有目共睹。然而，李白不像历史上的
一些名人一辈子“孤守一隅”，他的足迹所到
之处，都给后世中华儿女留下无数“憧憬”。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如何让遍布各
地的李白旅游景点“串珠成链，聚链成群”，
发挥出聚合作用，给游客创造更好的文化体
验，无疑是让李白这个超级大 IP 更加深入
人心的现实命题。而“读李白、游神州”主题
旅游线路的推出，便是多方联动、促进文旅
融出新天地的结晶。

应该看到，关于李白的主题旅游线路涉
及四川、河南、湖南、陕西等多省，囊括了李
白游历的三十多个重要地方，要想让主题旅
游线路的功能充分彰显，不仅需要各地相关
部门和景点围绕李白的足迹充分挖掘其丰
厚的文化内涵，尽可能原汁原味地还原曾经
的场景，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目标牵引下，突
破地域和空间限制，互推资源、互相引流、互
售产品等等，在“读李白、游神州”的主题引
领下形成一个共同体，实现市场共荣。在数
字时代，各地也需要突出“线上+线下”的充
分衔接，让更多游客能在“屏幕”上感受李白
的魅力和文化价值。

跟着李白去旅行，且以诗意共远方，在
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
值得期待！

患者一个人输液也能安心入睡；病人
自理能力有限但不需亲友守在床前；护理
员服务分级定制；家属远程查询陪护记
录、费用清单……据媒体报道，在福建省
建宁县总医院外科“无陪护”病区内，患者
过着一种“独自而方便”“身心都被照顾”
的住院生活。下一步，该医院将增设新的

“无陪护”病区，让更多患者享受到便捷、
优质的服务。

这个“无陪护”病区的最大特点是，部分
设备实现智能化。在过去，仅输液换药一项，
就让陪护疲于应对。但现在，智能输液云平
台大屏上数字跃闪着，病区内所有患者的输
液进度、流速、预计结束时间等信息一览无
余，智能系统还具有自动报告、结束输液等
功能，不再需要人工不停地巡视或陪护人员
随时准备“按铃叫护士”，陪护变得轻松很
多。智能床垫、智能定位监测等设备，同样可
大幅降低陪护工作量。

此外，陪护服务定制化，也是该病区极

具开创性的做法。疾病分轻重缓急，陪护服
务需求也各不相同，倘若不分等级，一视同
仁地服务和收费，病重者和病轻者就会各有
抱怨。对陪护进行分级，C 级每人每天 50
元，服务事项包括协助患者漱口、洗脸、洗
手、穿衣、修剪指甲、刮胡须等，中午帮忙订
饭、取餐，适合生活基本能自理的病人。B
级、A级分别是每人每天80元、100元，收费
越高，照护内容越多越难。如此一来，患者就
会各得其所，收费和服务明明白白，也便于
操作和监督。

智能与定制相结合，是比较完善的住院
陪护模式。智能设备的大量运用，可以将陪
护人员从重复和繁琐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
智能设备也有很大局限性，比如不能设身处
地替患者着想，无法给予患者人性化关怀，
一些精细操作尚难实施，等等。但与定制服
务相结合，既能大幅减轻陪护工作量，提高
陪护工作效率，又能让护士等医疗人员腾出
手来，从事人性化关怀和技术含量更高的操

作，进而从多个层面提升陪护服务水平。
当然，作为探索中的新生事物，这一模

式难免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当前设
备的智能化水平还较低，涉及的项目也有
限，科学创新力度还需持续加强。再如，医疗
护理员与护士之间如何协调工作，医疗护理
和生活护理如何界定和配合等，都需要通过
制度创新来明确。尽管如此，智能与定制结
合的住院陪护模式，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探索。

子女无时间陪护、住院陪护收费不规
范、陪护质量无保障等现象，成为当前人们
面临的一大困扰。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
高的背景下，这一困扰对家庭的影响势必日
益明显。智能与定制结合，这种既注重利用
科技手段、又注重结合实际的创新做法，值
得大加鼓励。期待类似探索能够不断总结提
升，且相似探索能够形成互补和借鉴，进而
提炼出一个更加成熟的模式，早日帮助民众
化解住院陪护难题。

对公厕标识进行统一规范
◎ 唐伟

在现实中，公厕标识有的用烟斗和高跟鞋、
帽子和裙子分别代表男女，这还算约定俗成，较
好区分；而有的则使用几何图形、象形文字、壁
画等非常规形象，让人不明所以，有人因此吐
槽：“没点文化，厕所都不敢进了。”

原本的“方便”，结果变成“不便”，这不符合
人们的希望与诉求，也不符合公厕服务的最终
目的。从本质上讲，这是过于强调新奇、个性化，
而忽视了以人为本。如果兼顾了便利性，让公厕
标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就会在设置标识
时做到简单明了、通俗易懂。

公厕标识看似事小，实则关乎人们的日常
生活。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说，各地有必要对此

类“微不足道的问题”给予重视，并采取必要的
措施进行规避和完善。

据报道，公共卫生间标识属于公共信息标
志，国家有推荐性标准，但不强制统一。这就为
公厕管理方在标识上“自主创新”提供了便利。
正是因为公厕存在标识模糊全靠猜等问题，北
京、南京、广州等城市对公共卫生间标识进行了
统一规范，或规定引导牌样式统一为中英文的
蓝底白字“公共卫生间”，或规定标准的标注方
法为“一男一女的人物形象图”以及“卫生间”的
中英文文字标志。基于优化公共服务，其他地方
也有必要效仿北京等地的做法，对公共卫生间
标识进行统一规范。

公厕更需要人性化的创新
◎ 黄齐超

人有三急，“内急”第一。看似小小的公厕，
却关乎民生。在公厕的建设和管理上，很多地
方不断创新，让“方便”之事更加方便。比如，很
多地方的公厕设立“第三卫生间”，方便带孩子
外出的市民“方便”；针对女厕蹲位少的问题，
增加女厕蹲位后，缓解女性排队上厕所的窘
况；个别地方交管部门在公厕附近设置限时停
车位，限时停车 15 分钟，解决了司机如厕时的
停车烦恼……

这些都是值得倡导的创新，创新的目的是
紧贴民众需求，让如厕更便捷、更人性化。人们

也乐见公厕的建设管理方如此与时俱进、不断
创新。城市建设需要把“人”放在中心位置，同
理，相关商家、单位、部门在公厕的建设、管理与
创新上，也应把“人”放在中心位置。

回到标识的问题上，公共卫生间标识是否
规范、清晰、美观，体现了商场、医院、酒店、公
园、广场、车站等各方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有专
家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出台公共卫生间标识的

“负面清单”，列明哪些标识不能出现，为公共卫
生间标识设置限定底线之时，也为创意给足
空间。

61名在校大学生，只带100元启动资金，不得接
受任何劳动报酬以外的资助，在上海、广州、深圳、
杭州、武汉等城市生活 15 天——据媒体报道，湖北
科技学院近日举办的“生存大挑战”活动引发关注。
据学院陈老师介绍，开展“生存大挑战”活动，意在
提升学生的劳动能力和就业能力，同时，也能促进
安全知识方面的教育。

这种只带 100 元启动资金，只能依靠劳动报酬
在城市生存半个月的做法，被一些网友称为城市版

“荒野求生”。在目前的消费水平之下，100元启动资
金真的不多，参与挑战的大学生要想生存下去，一
是必须珍惜这笔钱，二是必须尽快找到工作。

这一方面可以培养大学生的勤俭节约意识。比
如在平时，有的学生对一个馒头、一块面包，或许会
不加爱惜、随意丢弃，但在“生存大挑战”中就不行
了，要爱惜每一样花钱买来的食物。

另一方面，在找工作过程中，能够培养大学生
热爱劳动、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比如在找工作过
程中，会不断与人交流沟通，并强调自己的优点与
特长，无形之中就可增加自信。一旦找到工作，则会
加倍珍惜，不会轻易放弃。从新闻看，参与挑战的大
学生，找到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有脑力劳动也有体
力劳动，还可树立“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职业
观念。这种“生存大挑战”，因为是多人参与，谁也不
愿掉队，所以更能激发大学生依靠劳动求生存的欲

望，也更能锤炼他们热爱劳动的优秀品质。“生存大
挑战”也相当于提前演练，大学生借此可以提前了
解社会、了解劳动市场状况，为将来找工作作好
铺垫。

实际上，为增加学生的社会实践经验，一些学
校也会布置社会实践作业，但是因为缺乏有效管
理，常常流于形式。相比之下，这种“生存大挑战”反
而能够激发学生的斗志，真正起到参与社会实践、
增添社会经验的作用。

据悉，在开展“生存大挑战”之前，学校对参与
学生进行了约 10 天的培训，内容涉及就业、急救等
方面的知识，并且每一支队伍都安排了一位带队老
师全程陪同，在学生遇到找工作方面的困难时，带
队老师会给予一定的指导和建议。这样做既能保障
学生安全，又能对他们是否恪守规定、真正履行“大
挑战”规则进行有效监督。换个角度看，这既是对相
关大学生劳动能力和就业能力的考验，也是对他们
一次能否“只带100元钱，不得接受任何劳动报酬以
外资助”的诚信品质的考验。

可见，这种城市版“荒野求生”具有多重意义，
值得借鉴。当然，作为活动组织方，学校必须有步
骤、有层次、有规划地合理安排该项活动，不能一哄
而上，更要避免走形式、搞噱头。可以本着自愿报名
的原则，分批次、脚踏实地地组织“生存大挑战”社
会实践活动。

大学生“生存大挑战”具有多重意义
◎ 曲征

据媒体报道，近日，浙江省教育厅等九
部门印发《浙江省青少年学生“爱阅读”读书
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行动
方案》明确各地各校要鼓励大中小学生利用
周末、假期等时光多读有意义的课外“杂书”

“闲书”，引导学生“整本书”阅读、沉浸式阅
读。《行动方案》还要求各地各校读书行动不
搞“一刀切”，对学生课外阅读数量不设硬性
指标等。

在阅读得到越来越多价值认同、全民阅
读方兴未艾之下，“怎样阅读”成为一道现实
考题。一些人热衷于碎片化阅读，一些人喜欢
在数字世界享受数字阅读的快乐……青少年
学生应该怎么阅读，同样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唯成绩”“唯升学”的片面导向下，部
分家长患上“学业焦虑症”，使其对孩子的阅

读存在“傲慢与偏见”，他们觉得，阅读课外
书难以立竿见影地提高孩子的成绩，还不如
多刷题；即使要阅读课外书，他们也在实用
主义的鞭策下，只让孩子阅读所谓的“有用”

“有价值”的书。
而浙江相关部门鼓励青少年学生利用

周末、假期等时光，多读有意义的课外“杂
书”“闲书”，这无疑是对功利、短视的阅读
观念进行纠偏，让阅读回归本位。

那些看似“无用”的书，也可能蕴藏着
“知识富矿”“精神富矿”，有助于青少年学
生增长知识、丰富精神家园。换言之，读有
意义的课外“杂书”“闲书”，表面上看会浪
费时间，好像没有什么大用，实际上，却能
开阔视野、塑造性格、涵养心态、磨炼意
志，收获真知灼见和精神启迪。今天看起

来“无用”的阅读，将来或许有一天会派上
大用场。

阅读不仅在于知晓，更在于思考。只有
通过多阅读、“整本书”阅读、沉浸式阅读，
才能在一次次的思接千载、心游万仞中，丰
富青少年学生的精神世界，让他们更好地认
识这个世界、重新发现和认识自己。阅读不
应被功利观念所裹挟，而是要多一些坚定的
文化信仰和价值追求——通过阅读汲取精
神滋养、增强奋进力量，这才是阅读的正确
打开方式。

一句话，阅读的最大作用，在于提升思
想深度和认知厚度，在于让每个人成为自己
而不是他人的“拷贝”。鼓励青少年学生多读

“杂书”“闲书”，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理性的
回归，应给予赞赏。

探寻李白的游历足迹，品读他的诗篇，

可以体味壮美山河蕴含的诗情画意，感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这是多方

联动、促进文旅融出新天地的结晶。相关各

地应突破地域和空间限制，互推资源、互相

引流、互售产品等，实现市场共荣

近 年 来 ，随 着“ 二 孩 政
策”“三孩政策”的推出，一些
原本做了十几年、二十几年
独生子女的孩子们，迎来了
比自己小“一代”的弟弟妹
妹。同胞兄妹不是一同长大
的玩伴，而是成了需要照料
甚至养育的对象。从“独生子
女”到“体验当爹妈”，这是一
个温馨而重要的过程，有助
于曾经的独生子女理解爱与
关怀的意义，认识到自身照
料家人的责任。替父母分担
责任，一起照顾弟弟妹妹，这
对曾经的“一孩”来说也是一
种成长，有助于让自己更独
立、更坚强。 王怀申 文／图

“鼓励多读杂书闲书”让阅读回归本位
◎ 杨朝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