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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先扫码帮砍价？公共服务窗口不是个人谋利场
    6 月 16 日，有网友
发视频称，江西省吉安
市峡江县中医院收费窗口
前，一工作人员在老人办
理缴费业务时，要求其必
须先协助自己在某平台上
完成“扫码助力”任务。
6 月 17 日，峡江县中医
院发布公告称，经核实，
情况属实。目前，该院已
对相关工作人员作出停岗
处理，并将按照医院相关
规定扣发其一个月绩效工
资。（6 月 17 日 新黄河）
    这起事件看似是顺手
帮忙的小事，实则撕开了
公共服务领域中职业边界
模糊的伤疤——当服务窗
口成了个人薅羊毛的“便
利站”，损害的不仅是患
者权益，更是公共服务的
根基。
    收费窗口是医疗服务

的第一关卡，工作人员
的职责本该是快速办理业
务、减少患者等待时间，
但涉事人员却把“办业务”
和“拉助力”捆绑成“必
选套餐”。视频里老人弓
着腰撑在柜台前，工作人
员却只顾着划动手机屏幕
找二维码，这种场景讽刺
之处在于：当患者因病痛
需要高效服务时，掌握服
务资源的人却在消费这份
“求助权”。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
行为规范》明确要求“廉
洁自律，恪守医德”，但
现实中，个别人员把窗口
岗位当成“人脉资源库”，
尤其瞄准老年人对智能设
备的不熟悉，用“帮忙操
作”的借口行私人便利。
这种行为就像在服务流程
里设了“隐形收费站”，

表面是扫码助力，实则是
把公共职权变为个人谋利
的工具。
    事件中被重点针对的
老年群体，成为这起事
件的直接受害者。当他们
把手机交给工作人员时，
可能连助力是什么都没搞
懂，却要承担个人信息被
浏览、软件被下载的风险。
更别说排队患者的时间被
无端消耗——有人忍着病
痛排队等候，等来的却是
“先帮我扫个码”的要求，
这种体验会让医院形象蒙
上阴影。
    往深了看，这类行为
正在瓦解公共服务的公信
力。医院本是救死扶伤的
场所，收费窗口本应是严
谨的服务节点，但当商业
推广渗透到医疗服务流程
中，患者会开始怀疑：“现

在看病是不是都得先帮工
作人员完成任务？”这种
怀疑一旦蔓延，最终伤害
的是整个医疗行业。
    涉事医院的停岗处罚
是必要的纠错，但更该追
问：为何这种行为能在监
控下持续？参照四川省南
江县《大河镇便民服务中
心管理制度》中的“去向
报告制”“服务双岗制”，
医院完全可以通过流程优
化压缩私人行为空间，比
如设置 AB 岗避免单人长
时间滞留窗口，或者在排
队区域公示服务承诺，让
患者知道“办业务无需额
外配合”。
    而从长远看，职业伦
理的觉醒比制度惩罚更重
要。窗口工作人员需要明
白：公立医院的岗位不是
“个人谋利场”，患者的

信任也不是“助力任务”
的兑换券。就像患者权益
制度强调的平等医疗权，
每个来窗口的人都该享受
到纯粹的服务，而不是被
附加私人需求。当医院把

“拒绝工作时间私人任务”
纳入培训考核，当工作人
员能分清工作与私事的边
界，类似闹剧才会真正消
失。
    一个收费窗口的扫码
乱象，照见的是公共服
务领域的边界意识缺失。
希望这起事件能让更多服
务岗位从业人员警醒，守
住职业边界，就是守住公
众对公共服务的基本期
待——毕竟没人愿意在看
病时，还要先当别人的“助
力工具人”。

■孔嘉悦

中考体育违规得高分，发布通报只是一个起点
    6 月 17 日，“达州
教育”微信公号发布了
一则关于严肃查处一起中
考体育考试违规事件的通
报，明确三名监考教师违
规为孟姓学生在四项体考
项目中的“引体向上”和
“排球发球”项目取得高
分成绩，并按规定对该考
生此次体育考试总成绩作
“0”分处理，对胡某、
李某、何某三名监考教师
给予行政职务免职和记过
处分。（6 月 17 日 澎湃
新闻）
    此则通报一经发出，
便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尽管涉事考生的中考体育
总成绩已被判零分，三名
监考教师亦遭相关处罚，
但可以看到，公众的质问
仍在继续：“谁打了招

呼？”“背后的指示者
呢？”这些尖锐的疑问，
彰显着人们对此事后续处
理的期待：对违规者处以
惩戒只是一个起点，唯有
深挖其中的交易链条，并
及时公布，方能真正捍卫
教育尊严，肃清社会风气。
    “是谁打了招呼”的
追问直指事件核心。三
名监考教师甘愿冒着葬送
职业生涯的风险，为该考
生进行违规操作，其背后
可能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
利益链条。也就是说，相
关部门应该继续追查并回
答：此违规操作的交易链
条到底涉及哪些主体？是
否有“中间人”穿针引线？
又是什么“价码”作为此
次违规操作的交易资源？
可以预想的是，调查若止

步于对三名“执行末端环
节”的教师进行惩处，无
异于“斩草不除根”，更
有“春风吹又生”的风险。
只有查明幕后真正的“受
益人”，并将他们的面目
公之于众，才是对违纪违
规行为“零容忍”态度的
真正彰显。
    此外，判决大型考试
成绩的权力，决不能只掌
握在少数人手中。正如此
次体考违规事件，当监考
权力集中于胡某、李某、
何某等少数人手中，而外
部监督又难以全程覆盖每
个考核项目细节时，违规
操作便如同霉菌在阴暗处
滋长，相关人员将涉事考
生的成绩由“0”分改为
满分，也变得“轻而易举”。
令人后怕的是，若不是有

同场的考生心细注意到其
不合理处，并勇敢提出举
报，此次违规操作恐怕就
难以发现。此次三名监考
教师联手舞弊事件，正是
精准利用了体育考试监督
机制中存在的漏洞，相关
部门必须及时修正。
    公众对教育公平的信
心，建立在对每一件违纪
违规事件的及时且有力的
处理上。近年来，诸多涉
及入学、升学、考试环节
的“暗箱操作”频遭曝光，
刺痛着公众敏感的神经。
这些事件虽形态各异，却
共享着同一内核：公平规
则被部分群体精心设计的
“潜规则”架空，社会公
平的基石面临着被侵蚀的
风险，亟待修正。当务之
急，是围绕此事件涉及人

员，向上溯源、彻查“谁
授意”和“谁受益”；其后，
构建起全方位、无死角的
考核制度体系，方能给公
众一个交代，也让社会重
拾对教育公平的信心。
    教育公平寄托着千万
个家庭的殷切期盼，与整
个社会息息相关。此次的
处罚通报，仅仅是警钟长
鸣的开端。只有以刮骨疗
毒的勇气深挖事件根源，
以知错就改的态度补全制
度漏洞，方能将教育净土
上的每一道阴影都彻底驱
散，让公平的阳光普照每
一位奋斗前行的学子，这
是教育作为国之大计不容
妥协的底线，更是我们共
同坚守的文明基石。

■黄会娟

女生辞职陪父亲掏粪，“劳动无贵贱”的真实注脚
    近日，一则“00 后
女生辞职陪父亲掏粪”的
新闻引起广泛关注。这位
女生曾在深圳拿着月入 5
万的高薪，却毅然决然回
到家乡，与父亲一起投身
于掏粪工作中。面对外界
的不解与质疑，她坚定地
回应：“干最脏的活，赚
最干净的钱。”（《南方
都市报》）
    在传统观念里，掏粪
工这一职业往往被贴上
“脏”“累”“低贱”的
标签，处于社会职业鄙视
链的底端。人们在享受着
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时，
却不自觉地忽视了这些在
背后默默付出的劳动者。

而这位女生，曾经也对父
亲的职业感到羞耻。这种
心理，反映出社会职业偏
见对个人认知的深刻影
响，也让那些从事所谓
“低端职业”的劳动者及
其家人承受着巨大的精神
压力。
    她的选择，既是对亲
情的考量，也是对“劳动
无贵贱”理念的勇敢践行。
在现代社会，人们往往以
收入高低、工作环境优劣、
社会地位高低来评判一份
职业的好坏。在这种价值
取向的影响下，一些所谓
“体面”的工作备受追捧，
而像掏粪工、环卫工、建
筑工人等体力劳动职业，

则少有人问津。然而，我
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
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每
一个岗位上的劳动者。无
论是坐在写字楼里敲键盘
的白领，还是在街头巷尾
清扫垃圾的环卫工；无论
是救死扶伤的医生，还是
在地下管道中疏通堵塞的
掏粪工，他们都在各自的
岗位上发光发热，为社会
创造价值。每一份劳动都
值得尊重，每一位劳动者
都应得到平等的对待。
    更深层次看，这也反
映了新一代年轻人价值观
的转变。曾经，00 后被
贴上“叛逆”“自我”“追
求个性”等标签，但从这

位女生的身上，我们看到
了 00 后对传统职业观念
的挑战，以及对亲情、对
劳动价值的深刻理解与尊
重。他们不再盲目追求世
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更
加注重内心的感受，更加
珍视亲情与家庭，更加尊
重每一份靠辛勤努力换来
的劳动成果。这种价值观
的转变，无疑为社会的发
展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在倡导平等、公正、
和谐的社会里，我们应当
摒弃职业偏见，树立正确
的劳动观念。当我们看到
掏粪工时，不应只看到他
们工作的脏和累，更应看

到他们为维护城市环境卫
生所做出的贡献；当我们
评价一份职业时，不应只
看表面的光鲜亮丽，而应
深入思考这份职业背后所
蕴含的价值与意义。只有
当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在自
己的岗位上得到尊重与认
可，都能自豪地说出“我
的工作很有价值”时，我
们的社会才真正实现了公
平与进步。所有默默奉献
的劳动者都值得被点赞，
因为他们用行动诠释了
“劳动无贵贱”的真谛，
他们是社会最美的风景。

■魏浩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