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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时，很多人有过这样的无
奈：只知道哪个医院好，不知道该挂
哪个科、选择哪个医生，最后往往是
看看简介，随便选一个医生。

为此，江苏省设计了一个针对全
体26万名医生的人力管理系统。江
苏省卫健委副主任兰青介绍，这一系
统可以把所有医生的门诊、住院、手
术等相关诊疗信息全部进行归集。

“目前，我们已经归集了10亿人
次的门诊和 4100 多万份的住院病
历，由此可以知道某一个疾病江苏省
哪位医生看得最多。”兰青说，患者也
可以通过江苏健康通App精准导
医，用疾病的名称检索到最会看病、
经验最丰富的医生是谁。

兰青认为，鼓励医生多上临床、
多看病，这个医生才会有更多的病
人，“光会写文章、光会做科研，不看
病、不开刀，在我们这里就没有病人

会找。”同时，在“互联网＋”的大环境
里，“导医生”的方式更加凸显临床医
生在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有利于
构建新型的医生、医院、患者之间的
和谐关系。

看病就医自带纸质病历本、电脑
打印的处方和检查报告拿回家就找
不到了……在江苏，这些不方便的做
法已经“out”了。

据介绍，江苏省在省市县三级健
康信息平台建设时，设计了以身份证
号码为索引的自动汇集机制，患者在
省内所有的就诊记录、公共卫生服务
记录都会自动汇集到自己名下形成
健康档案。患者可以从健康档案中
实时查看检验检查结果；今年江苏省
还将把省内所有医疗机构的影像全
面上云，届时患者可以通过索引查询
自己的影像资料。

“江苏健康通 App 已汇集了

6100 多万居民的健康档案。”兰青
说，个人可以随时调阅自己的健康档
案；去医院无须携带纸质病历，还能
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节省费用、
减轻负担。

兰青介绍，健康档案只有患者自
己或自己的委托人才能查阅，提供给
医生时可以有主动性地选择，能够最
大限度地保护患者隐私。患者还能
够实时了解自身健康状态，提升自我
保健意识。

生个娃，要在卫生健康、公安、医
保、人社4个部门递交纸质材料，来回
奔波，手工填写百余项信息资料？在
江西省，过去确实如此，而今只需要
一次提交15项基本信息就可以实现

“一链联办”。
据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一级

巡视员曾传美介绍，2020年 7月以
来，江西省依托省政务平台“赣服通”

推出“婚育户一链办”服务，为婚育家
庭提供“六证四查询”服务，即线上办
理生育服务卡、出生医学证明、新生
儿上户口、新生儿医保登记、社会保
障卡及预防接种等六证，以及婚前医
学检查机构、产前检查机构、疫苗信
息和重名等4项查询服务。

此外，开展电子证照建设大大方
便了信息登记和使用。曾传美介绍，
自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至今，江西省办
理生育登记198.83万例，其中异地办
理29.61万例；生成出生医学证明电
子证照289.41万张，并实现了与浙
江、福建、广东等10个省份共享出生
医学证明的数据。

在医疗健康服务领域，数据“多
跑路”，群众就能“少跑腿”，变“难受”
为“享受”。“下一步，我省还要优化升
级在线服务，延长服务链条，逐步实
现电子证照部门之间和省际互认。”
曾传美说。

（据新华社）

拒绝进入“学渣俱乐部” 选座位也有“玄学”——

部分家长为何有“座位焦虑”？
一直以来，在不少家长心中都有这样的“座位理论”——“前排中间座位是学霸专属”“是学渣还

是其他学生，从座位就能清晰分辨”“在班级的座位决定了以后在社会的位置”……
每逢新学期开学，不少班主任都为重新排座位而烦恼。担心孩子看不清黑板、难以得到老师关

注、害怕与淘气不爱学习的孩子同桌……种种担忧背后，折射出家长对孩子学习成绩的过度焦虑。
多位老师反映，孩子学习成绩更多取决于个人习惯，期盼家长能趋于理性，不迷信于“黄金座位”，而
是协助老师、帮助孩子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能力。

吉林长春一所小学二年级
班主任孙老师最近比较烦，每
逢开学之际，她都要遭遇一次

“排座位大考”。孙老师说，按
惯例，新学期班级会重新排座
位。原本是为了根据同学们的
身高变化调整座位，也便于同
学们结识更多新朋友。想法很
美好，现实却让孙老师苦恼。

“找我谈孩子座位的家长太多
了。”她说，大家都希望能将孩
子安排在理想位置。无奈众口
难调。

湖南长沙一所小学的班主
任张老师也常遭遇排座难题，
特别是新生入学时，由于对孩
子个人情况不熟悉，入学当天
她会随机安排座位，但每次都
会有家长提出异议，“不少家长
质问我，排座位的依据是什么，
为什么自家孩子坐在靠后的位
置？”

一直以来，不少学校都上
演着“排座江湖”。为了解决矛
盾，有的老师选择相对公正的
方式，即全班孩子无论个头高

低、视力情况如何，都采用前后
左右轮换的顺序，保障每个孩
子都有坐前面、坐中间的机
会。完全“公平”下，很多家长
仍有一肚子委屈：“我的孩子个
子矮，往后面一坐，只能看到前
面同学的后脑勺。”

不少小学班主任坦言，为
了照顾少数真有特殊情况的孩
子，每次微调座位都“如临大
敌”，因为一旦开了先例，就会
有更多家长效仿提要求，排座
位已经成为班级矛盾高发点。

小小的排座位问题，让老
师一肚子苦水。记者在采访中
发现，很多家长的确对孩子的
座位十分敏感，在意的原因也
五花八门。

——孩子个子小、眼睛近
视，担心其在后排影响学习。

“孩子在班级当不当班干部，我
都无所谓，只在乎坐哪里。”长
沙一位家长告诉记者，一个班
四五十个孩子，自己孩子个头
不高，坐在后面看不清、也听不
清，导致学习效果大打折扣。

——担心孩子受周边同学
影响。长春家长李女士最近感
到焦虑、烦躁，因为孩子新换的

同桌比较淘气，她很担心自家
孩子不能专注上课，经常找老
师提出为孩子换座的要求。

——担心孩子距离老师太
远。在不少家长看来，第二排、
第三排中间位置是“黄金座位”，
方便和老师交流互动，还能受到
老师格外关注。不少家长甚至
公认“前排中间座位是学霸专
属，后面两排是‘学渣俱乐
部’”。大家都希望孩子在老师
眼皮子底下，否则“孩子距离老
师有多远，自己的心就有多烦”。

很多家长说，为了给孩子
争取个好座位，他们想尽各种
办法。有的积极在家长委员会

做事，希望老师在排座位时能
顾及自家孩子。有的家长通过
送礼等方式，直接拜托老师多
关照。有的家长要求得不到满
足，还会质疑老师不公平，甚至
找校长投诉。

“选学校、选班级，现在连
座位都要‘选’，‘座位江湖’背
后折射的是家长的过度焦虑，
对孩子学习成绩的过度紧张。”
长沙市实验小学校长王云霞
说。多位老师认为，就像挑选
兴趣班一样，面对激烈竞争，家
长总是担心自家孩子在座位上
吃亏了，甚至害怕“一步落后、
步步落后”。

受访老师表示，所谓“学霸学渣座位理论”根本不成
立，学生的学习更多取决于自我学习习惯、专注力，并不
是坐在好的座位就会认真学习。真正会学习的孩子，无
论坐在哪一排，都会成绩拔尖。

长沙一位有多年执教经验的老师介绍，经过大班额
的改革，如今一个班级的人数比以往大大缩减。很多班
级是阶梯讲台，黑板悬挂位置科学，老师还佩戴扩音器
上课，课堂上看不见、听不见的问题已不复存在。

受访人士认为，家长与其挖空心思争抢座位，不如脚
踏实地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一些孩子上课缺乏注意力，
喜欢开小差，这是学习方法的问题，与座位并无关系。

吉大附中力旺实验中学老师王吉宏说，家长应该放
松过于紧张、焦虑的心态，趋于理性，消除所谓“黄金座
位”的认识误区，帮助孩子建立起对各种学习环境的快
速适应能力。家长、教师还应当摒弃“特权座位”安排的

“灰色通道”，严查“座位腐败”，杜绝“人情座位”“有偿座
位”，真正建立起公平、有序的座位秩序。 （据新华社）

每逢排座必犯愁

座位没有“玄学” 家长应趋于理性

这些就医便利
或将很快普惠

挂号选医生基本靠猜挂号选医生基本靠猜、、检查结果等得心焦检查结果等得心焦、、生娃办手续烦琐不堪……这些医疗生娃办手续烦琐不堪……这些医疗
健康服务中的痛点健康服务中的痛点，，常常让本该享受服务的患者十分常常让本该享受服务的患者十分““难受难受””。。““互联网＋医疗健康互联网＋医疗健康””
正在改变这一切正在改变这一切。。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介绍““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医疗
健康健康”“”“五个一五个一””服务行动有关情况服务行动有关情况。。发布会上发布会上，，围绕上述痛点围绕上述痛点，，江苏江苏、、江西两省拿出江西两省拿出
了了““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从“选医院”到助你“看医生”

健康档案随身带、随时用

“婚育户一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