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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渠道学习的“成绩”有望转化为
学分，实现互认；同类课程修过的学分，
考取职业证书时可以申请免修……

不久前，北京市学分银行正式启动，
首批18家学分银行开始营业。通过学分
银行，市民可以拥有终身学习档案，实现
每一次学习有记载，学习成果有认证，从
而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学分银行开张
□文/于石 图/曹一

近日，四川康巴小伙丁真的视频传遍
全网，连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都连发三
推，向全世界介绍丁真。携程数据显示，
截至12月4日，丁真带动“理塘”“甘孜”搜
索增幅分别高达1400%和760%。

当下，流量就是金钱，注意力就是财
富。按照“惯例”，网络热词很快就会被有心
人注册成商标。从11月14日开始，国家商
标局系统中先后出现了数十条“丁真”相关
商标申请，有的来自企业，有的来自个人，涉
及项目包括美容面膜、洗发液、化妆品等。

理论上讲，“丁真”并非专用词汇，

允许用于商标注册。目前，我国已有多
件“丁真”注册商标，分布于茶、调味品、
腌制品、五金等类别。新申请的商标与
已有商标如果属于不同类别，不构成近
似、相同商标，可以注册。

但是，根据商标法，申请商标注册不
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审理指南中进一步指
出，相关公众容易认为标有某商标的商品
与该自然人存在许可等特定联系的，就可
认定为侵犯了姓名权。因此，“丁真”作为
在先的姓名权，由丁真本人享有，其他人

不能随便抢注。
其实，丁真刚刚走红，就已经被各地文

旅局“抢”过一轮了。各地文旅局“抢”丁真，
是为了借势营销区域旅游，主要意图是善
意地表达欢迎与祝福、介绍当地美景与风
俗。他们卖萌又搞笑地“抢”人，得到了网
友的热情互动，掀起了旅游营销高潮。

我国不仅是商标大国，还应该是品牌
强国。那些蹭流量、傍名牌的企业应该明
白，商标与产品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根
本上说，起决定作用的是产品和服务本
身，并非吸引眼球的商标。 □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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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又至，明年年初的全国两会也为
时不远了。为此，中国政府网联合多家网
络媒体平台，以及各省区市、相关部委政
府网站开展“我向总理说句话”网民建言
征集活动。

翻看民生医疗板块留言，有一个词出
现的频率特别高：罕见病。罕见病患者以
及罕见病患者家属书写了大量的内容，留
言言辞恳切，饱含对政府的信任与期待。

罕见病又称孤儿病，指发病率低、比
较罕见的疾病。罕见病多由基因突变引
起，其随机性和不可预防性为罕见病患者
及家庭笼罩上一层悲情色彩。虽然发病
率低，但多数罕见病是进展性疾病，通常
会危及生命，罕见病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
公共健康问题。

目前，我国医疗保险及大病统筹无
法覆盖罕见病，罕见病和罕见病用药医
保报销比例低，缺少针对罕见病的商业
保险，社会救助力量微弱。由于我国罕
见病用药的研发生产水平不足，绝大部
分药物依赖进口，因此价格昂贵。未来，
基本医疗保险及大病医疗对于罕见疾病
的覆盖是切实减轻患者负担的根本，多
方费用分担机制能够提供更多的保障。
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政府的关注与投入。

罕见病诊治的研究是挑战，也是未
来医学发展重大突破的方向。近些年，
国家有关罕见病的政策也不断出台。原
国家卫计委2015年成立了国家罕见病专
家委员会，旨在推动卫生领域给予罕见
病全方位的解决方案。科技部启动了罕

见病临床队列研究项目。原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也出台了多个有利于罕
见病用药市场准入和审批政策。在取得
令人欣慰的进步的同时，罕见病诊治的
现状仍不容乐观，大部分罕见病治疗费
用还非常高，且大都在医保范围之外。
我国目前尚无罕见病的官方定义，同时
缺乏罕见病药物研发激励措施。罕见病
药物可及性亟待提高。

公民健康权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的人
权，罕见病患者更应该被关爱。立足国情，
提高罕见病用药可及性，最大限度保障罕
见病患者的生命健康权益，这是我们增进
民生福祉的题中应有之义。让民声都能被
听见，公共政策会更友好，人民生活会更美
好，这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华羽

罕见病患者诉求应该得到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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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一家餐厅门口
贴提示称，“本店免费提供晚餐，不求回
报，只希望你在有能力的时候再去帮助
他人”。餐馆负责人马先生介绍，套餐
A 是一碗原价 22 元的牛肉面，从 10 月
份开始推出，餐馆走红后，吃“爱心晚
餐”的人很少，反而来店里献爱心的人
多了起来。

不论是找工作不够顺畅，还是遭遇
家庭变故，抑或是投资创业失败，那些暂时处于
困境的失意者不仅承受着物质的匮乏，还承受

着精神上的失落感和挫败感。在经济市场化、
人口流动化的今天，现实有些时候是坚硬、冰冷
和残酷的，“爱心晚餐”犹如雪中送炭，不仅切实
地裨益了那些需要帮助的顾客，也让他们的内
心多了光亮和温暖。

为坐地工作女子搬凳子，善待付不起房租
的租客，卖烫菜的商家给年轻打工者“多加一
勺”，那些懂得与人为善的人们，用自己的善意
和温暖来呵护需要帮助的人们。为了照顾受助
者的自尊和心理感受，商家与顾客通过“A 套
餐”进行无声的符号互动；受助者用和普通顾客

一样的方式点餐，这样的“隐形慈善”，更加细
致、更加柔软，更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

现代社会总会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和风
险，难免让人担心爱心遭遇“钻空子”，比如有的
人明明不差钱，却可能想方设法占便宜。从目
前的情况看，北京这家爱心晚餐“吃少捐多”，说
明投机者、占便宜者很少，爱心人士居多，只要
给公众提供一个值得信任的渠道，他们爱与善
的力量就会汇聚。

对于受助者来说，一碗牛肉面不仅暖胃，也
暖心；“爱心晚餐”让他们明白，自己并不孤独；

还有不少人愿意关心他、帮助他；处于暂时的困
境并不可怕，只要心中的希望之灯不灭，只要不
断努力和坚持，终究会有走出困境的一天。那
些得到过别人帮助与关怀的受助者，将来有能
力了可能会传递爱与善的力量。

与面对面的慈善模式相比，通过“爱心晚
餐”，捐赠者和受助者不用直接发生联系，有助
于更好地保护受助者的隐私和尊严。“无穷的远
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饱含共同体意识
的“爱心晚餐吃少捐多”，让一座城市更有温暖、
更有情怀、更有格调。 □杨朝清

“爱心餐厅吃少捐多”彰显城市善意情怀焦
点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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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阅读为何这么火

近日，一篇题为《年
关将至，他们又开始讨
要血汗钱》的报道，介绍
了若干农民工的讨薪案
例，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去年5月，200多名
工人到江门打工，被台山
市长兴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拖欠工资约400万元，
长兴建筑将责任推给开
发商，称对方未及时结账
所致。农民工到人社部
门反映问题，却被政府官
员呵斥不要“乱搞”。

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事关广大农民工切身利益，事关
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尤其是近几年，每到元旦、春节
前夕，国务院就会在全国组织开
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确保
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资。但
就在如此重压之下，仍有企业甘
愿冒被“点名”的风险，也不惜被
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企业“黑名
单”，令人颇感疑惑。

纵观欠薪案例，有的是劳资
双方产生合同纠纷，却殃及到了普通务工者；
有的以项目分包为由，层层推诿责任，将球踢
来踢去……当这些企业都大谈特谈自己的苦
衷，无非是上一级没给钱，自己也没钱给。听
起来似乎也能理解，但其实毫无道理。去年
通过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充分考
虑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和用工方式的复杂性，
明确规定了各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清偿责任
主体，其中特别规定了发包单位先行垫付拖
欠工资。企业搬弄出各种“幺蛾子”，反而是
不按《条例》办事的表现。

为了促进工程款及时拨付，《条例》还作
出了多重预防性规定。譬如，建设单位没有
资金保证不得开工，应该按照工程进度及时
结算，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应建立农民工工资
专用账户，实行工资保证金制度等。应该说，
建设单位只要按照规定施行，就很难产生拖
欠问题，但在相关案例中，我们没有看到类似
的机制建设。

“到 2020 年努力实现基本无拖欠”，是
《国务院办公厅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的意见》作出的庄严承诺。全省各地及相
关部门要以《条例》实施为切入点，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认真履职尽责，
确保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有效
维护。也期待被点名的地方和企业能迅速
行动起来，抓紧解决问题，别让农民工流汗
又流泪。 □王庆峰

你可曾想过，阅读也可以有“听”
这种方式？12月3日，莫言长篇精选有
声剧上线，其中包括《酒国》等十部代
表长篇小说。

莫言十部长篇小说“有声化”

实际上，这次引发关注的是莫言十
部长篇小说的有声化，包括《红高粱家
族》《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酒国》
《四十一炮》《蛙》《丰乳肥臀》《红树林》
《十三步》《食草家族》。

莫言长篇精选有声剧制作团队表
示，考虑到要呈现地道的莫言作品，比
如行文采用的乡土语言等，因此选择用
多人有声剧的方式予以呈现，增强故事
性、可听性，也尽可能还原语言特色。

据介绍，莫言本人对这档节目的制
作也非常期待，亲自录制了《一个作家
的一辈子做的一件事》，讲述从“红高
粱”起步到诺贝尔领奖台的心路历程。

在他眼中，“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

能干一件事：把自己的血
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
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
之前，也有一些名家之作
推出有声书，亦颇受关注。

据报道，2019年是作
家路遥70周年诞辰，喜马
拉雅推出他的长篇小说

《平凡的世界》有声书，截至目前，播放
量已达1.6亿次。

阅读 从“看”到“听”

实际上，“听书”或者说有声阅读，
并不是只听图书的音频版。

对“有声阅读”，中国新闻出版研
究院出版研究所所长徐升国解释，是
指通过有声方式，包括通过录音带、广
播、网络语音播报如移动APP、微信语
音等，收听图书相关内容，“包括图书
朗读、故事、外语学习等”。

如今人们越来越重视阅读。而总
结起来，读者们选择“听书”的理由大
概有以下两种。

有人觉得，可以借助“听”来学习
知识，比如上下班的通勤时间，车厢里
也许会比较拥挤，就可以安静听一会
儿书。也有人认为，“听书”可以暂时
解放双眼，减少看书的时间，缓解视力
疲劳。而和“看”相比较，“听”也是一

种更新的阅读体验。
有业内人士提到，有声书未来将

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它和音频课程
的普及也许会带来新的阅读革命。

有声阅读正在成为一种习惯

随着人们阅读方式的丰富化与
灵活化，“听书”确实提供了不少有价
值的内容和不同于传统阅读方式的
体验。

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
显示，2019年中国有三成以上（31.2%）
的国民有听书习惯，其中，成年国民的
听书率为 30.3%，较 2018年的平均水平
（26.0%）提高了 4.3个百分点。

另外，考察听书介质可以发现，选
择“移动有声APP平台”听书的国民比
例较高，为 16.2%；分别有 9.3%和 6.0%
的人选择通过“微信语音推送”和“广
播”听书。

徐升国解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降低了阅读成
本，便利了用户参与内容制作，成为重
要阅读方式之一，所以有声阅读可以
算是阅读新的增长点。

出版人三石则认为，人们在“听
书”时，可能无须过分动脑思考，比较
轻松，碎片化时间也可以利用起来，比
如做饭、休息时，“有声阅读正在成为
许多人的一种习惯。” □上官云

近日，我省“百优”作家云岗的小说集《雪落大地》由
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云岗出版的第三本小说集。

《雪落大地》精选了云岗近年发表在《小说月报·
原创版》《小说月报·大字本》等刊物上的中篇小说和
短篇小说。入选作品既关注当下社会现实，又面向未
来，在作者虚构的故事和创造的艺术情境里，浓缩了
现实生活中的悸动和变迁，展示了人的精神状态与心

理嬗变，从一个个侧面勾画出陕西关中大地生动鲜活
的生活画面以及人的生存发展状态。

云岗原名唐云岗，是近年陕西文坛比较活跃的作
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百名优秀中青年作家艺
术家资助计划入选人才。著有长篇小说集《城市在远
方》、中短篇小说集《罕井》《永远的家事》《雪落大地》、散
文集《苜蓿》等。 □于文

云岗小说集《雪落大地》出版发行

“看门人”单霁翔三本新书为故宫庆生
“今天是紫禁城 600周岁的正日子，作为看门人，

我用这最新编著的三本新书给大家讲述故宫博物院
的古建筑、珍藏文物及与我院有关的人和事。”12 月
8日，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在北京东城区图书馆
举办新书发布会，并通过 PPT 课件向在场观众展示
该院加大环境整治力度、提升游客服务水平以及文
物保护工作背后的故事。

据悉，此次故宫出版社推出了单霁翔新作《单霁
翔带你走进故宫·宫殿漫步》《单霁翔带你走进故宫·文
物风华》《单霁翔带你走进故宫·故人匠心》。其中，
《宫殿漫步》讲述有着 600 年历史的紫禁城建筑的故
事；《文物风华》则讲述文物背后的精彩故事；《故人
匠心》则是一代代故宫人无私奉献、恪尽职守保护故
宫的感人故事。 □张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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