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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新技术不能坏了老规矩
文/齐 健

医院检查互认“扩围”
据报道，为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优化医疗服务流

程，重庆将在全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推广医学检验
检查结果互认，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验检查。

张国栋评论说：严格来讲，医疗机构之间实行医

学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已经不是新闻，一些地方对此

已有尝试。重庆这次将在全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推

广医学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意味着，当地所有的县、

区、市级医院等都将被纳入进来。这与局限于少数几

个大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互认，显然是进一步的“扩

围”，值得期待。

现在许多县、区医院的检验检查设备大都已经更

新换代，因此，只要设备正常，结果是可信的。互认是

手段，不浪费医疗资源，进而利好医患双方，才是目

的。

开店做生意，一视同

仁，是千百年来市场上形

成的老规矩。遇到回头客，

让上三分利，更是很多商

家的揽客之道。然而，近期

一些网络平台被曝利用大

数据新技术“杀熟”，消费

者反应强烈。

老客价高于新手价，

专挑会员定向涨价，买得

越多价格越贵。许多网络

平台用大数据技术收集分

析消费者偏好、消费能力

等信息后，不约而同地把

算法的“矛头”指向熟客，

以至于有人感叹“最懂你

的人伤你最深”。

作为一种新技术，“最懂

你的”大数据本身并没有善

恶之分，但被一些违背商业

规律和商业伦理的人利用，

则不仅会影响消费者线上消

费的忠诚度，还会破坏新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环境。

要让大数据这样的新

技术开枝散叶，就不能让算

法沦为冰冷的牟利工具，而

是要把老规矩注入新技术，

让算法既迸发新技术的能

量，又闪耀人性化服务的光

芒。多想想新经济市场蛋糕

做大的账，少算计差别定价

的蝇头小利，主动给回头客

让利，营造舒心的用户体

验，应该成为大数据平台增

加用户黏性、扩大用户规模

的手段。

没有信任就没有交易，

商业最大的法则是诚信。如

果在以方便快捷著称的大

数据平台面前，人们还要费

心对比有没有被“杀熟”，那

使用新技术的意义何在？用

大数据提高服务质量、提升

服务效率又从何谈起？

明明白白消费的基础

是清清白白做技术。无论

新技术的规则怎样变化，

发展迭代怎样迅速，都不

应坏了老规矩，这样才能

构建起合法合情合理的新

技术生态体系，才能不断

衍生出更接地气的技术、

更人性化的算法，更好地

服务社会、造福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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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墓“消堵”考量城市
应急管理水平

文/徐剑锋

3月26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
管科了解到，为保障清明节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通
畅，交管部门决定4月5、6、7日每日6时~14时对首府部
分道路采取交通管制措施。（3月27日《北方新报》）
“清明时节车纷纷，堵得行人欲断魂”，祭扫出行

的堵车问题，已成为清明最令人郁闷、最煞风景的一

种无奈。扫墓大军短时间内涌入各大墓区，直接带来

的交通压力虽说很难避免，但面对这一“突发公共事

件”，如何“消堵”却可有效作为，这既考验市民出行智

慧，更考量城市应急管理水平。

让清明祭扫的交通流动更加科学有序，首要的是

提高公共交通的出行分担率。比如调整和加密公交班

次，将闲线减车、忙线增车，建立起方便快捷出行的公

交“临客”机制；又如，开辟临时停车点，进行步行进入

墓园的“过渡”；再如，可以与墓园进行联动，设计分时

段祭扫方式，有效进行祭扫人员的分流。

再者，尽管堵点的形成原因很复杂，但一定程度

上与交通信息不对称有关。哪边车流大、哪里在修路、

哪儿需绕道，对许多司机来讲，往往并不知情。因此，

公安、交通等部门不妨绘制一张“拥堵地图”，通过广

播电视以及微博微信等渠道，动态化地向外发布，让

司机能有的放矢选择出行路线。做到这些，亟需职能

部门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始终，善用智慧的方式

来科学化、智能化管理好城市交通。

集中监管
小作坊
一举多赢

文/孙维国

3月22日，锡林郭勒盟
二连浩特市新建成的食品
加工园区正式投入运营，
开启了对众多食品小作坊
集中统一监管的新模式。
（3月26日《北方新报》）

食品小作坊不仅点散

面多，而且流动性大，对食

品小作坊进行集中统一监

管，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结果一举多赢。

一者，是守护舌尖安

全的需要。食品安全，人命

关天。小作坊存在于街头

巷尾、村镇民居，生产的食

品种类繁多，与百姓日常

生活密切相关。正因此，小

作坊的食品安全，关系着

千家万户。但长期以来，小

作坊频频发生食品安全问

题，已成为食品安全问题

的“重灾区”。严管小作坊，

守护百姓舌尖安全，其重

要性和急迫性愈发凸显。

二者，是小作坊规范

有序发展的需要。小作坊

虽然散而小，但数量却非

常庞大，相关从业人员众

多。不仅是解决和吸纳就

业的重要力量，也是百姓

创业的重要领域之一。小作

坊一头连着百姓餐桌，一头

连着大众就业创业，在社会

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可小

觑。把小作坊管好了，让其

规范有序发展，将会产生一

举多赢的良好成效。

对食品小作坊进行集

中统一监管，目的正是为

了小作坊规范有序发展，

由此不仅受益小作坊，对

解决百姓就业，激发大众

创业，都具有积极意义。

据《北方新报》报道，

本学期，内蒙古师范大学

教务处将推行“非遗”和民

间手工艺进课堂活动，引

进剪纸、布贴画、金属丝

编、麦秸画、皮画5个非遗

项目和穿珠等民间传统手

工技艺项目在公共选修课

中实施。

散落民间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源远流长，代表着

中华民族特色历史文化精

髓，珍贵性不言而喻。但一

直以来，如何将“非遗”发

扬光大是个难点、痛点。一

些“非遗”项目养在深闺人

未识，知者甚少，谈不上弘

扬；甚至个别“非遗”项目，

面临着无人问津，后继无

人的尴尬。一旦现有的继

承人故去，将会遭遇断档

失传的危机。

不能让老祖宗的绝活

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

中，酿成遗珠之憾。如今，

保护“非遗”已成为文化热

词。我们欣喜地看到，内蒙

古师范大学将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承与传播全面系

统地纳入现代学校教育体

系，作为公共选修课供学

生选择。可想而知，在学习

的过程中，由疏远到亲近，

由无知到了解，学生们对

“非遗”的感情一步步被激

发。潜移默化中，使“非遗”

达到了薪火相传的目的。

学生时期是求知欲最

旺盛的时期，具有极强的

可塑性。只要他们成为“非

遗”的粉丝，“非遗”传承会

更久远。“非遗”进课堂，不

仅要针对大学，其他层级的

学校都要有此意识，积极参

与其中。保护“非遗”，弘扬

“非遗”是一方面，另外，还

可以激发学生强烈的民族

自豪感和认同感，起到爱

国主义教育的效果。

日前，天津市餐饮行

业协会成立煎饼馃子分
会，后续还将制定天津煎

饼馃子团体标准，为从业
者提供煎饼的“正宗范

本”。不过有天津市民对此

却不买账：“煎饼馃子的魅
力就在于每家摊位做出的

味道各不相同，都一个味

儿可能就没人吃了。”

其实，为小吃确定“官

方版”，天津煎饼并非首开先

河，此前沙县小吃、扬州炒

饭、重庆小面都已有过尝试。

不过对消费者来说，最关心

的显然仍是“标准化”之后小

吃是否变得更好吃了。

“正本清源”还是“画

蛇添足”？（据《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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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进课堂 传承更久远
文/南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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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纸测试显示，你做的

煎饼馃子盐度少了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