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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 江

摘要┃毕竟是人生中两次大
考，精心备考是必须的。但是如果
过度紧张，甚至不相信自己的实力，
转而去迷信一些所谓补脑药品，很
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不良后果。

高考在即，中考也不远了，考
生和家长都到了“最后冲刺阶
段”。毕竟是人生中两次大考，精
心备考是必须的。但是如果过度
紧张，甚至不相信自己的实力，转
而去迷信一些所谓补脑药品，很有
可能会导致一些不良后果。

据媒体报道，食药监总局日前
针对高考发布消费提示：中国经过
31年高考改革，已形成完整的教育
体系。考生成绩除了平常刻苦学
习和积累，没有短时间提高智力和
学习成绩的“灵丹妙药”，家长和考
生不可迷信所谓“补脑”产品。对
于保健食品的选择，食药监总局提
醒，一、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
二、我国尚未批准过任何“补脑”保
健食品，三、购买保健食品要“一
查、二看、三对号”。

相信大考之前，所有的考生和
家长都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最大努
力。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是确
保心态的自信平和，确保身体的健
康平安，以发挥自己的正常水平。
任何“锦上添花”的念头，都有可能
变成帮倒忙。

其实，不光中国考生面对大
考紧张，也不仅是这几年才兴起
考前“药补”。早有媒体报道，韩
国就流行过“聪明针”。这种针还
有个学名叫“大脑活化针”，据说
是能让考生“注意力集中，脑子更
快、状态更好”。不少“望子成龙”
的韩国妈妈有考试便带孩子去打
这种针。不过，韩国众多医生对
这些药品的有效性很怀疑。有儿
科医生指出，“聪明针”主要成分
为银杏提取物及维生素，功效是
促进血液循环，但大部分成分会
通过尿液排出，药效只能维持很
短。更有专家指出，“聪明针”能
提高精神集中力的说法缺乏根
据，可能只是“安慰剂效应”：人们
相信某种药的药效时，即使没有
任何药效，症状仍可能有所缓
解。除了“聪明针”，韩国还有“聪

明药”：类似中药、需长期服用的
“高考丸”、“聪明汤”，还有更离谱
的“海豹汤”，价格令人咋舌，可众
多家长却争相掏腰包，简直就是
迷魂汤啊。不仅是韩国有这种东
西，英国一些大学中有一些学生
为了在考试中获得好成绩，服用
一种叫“莫达非尼”的药物。这种
中枢兴奋药可以用来治疗嗜睡
症；对于健康人群，这种药物号称
可以使人长时间清醒、注意力集
中，并提高 10%至 50%的记忆力。
不过，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一项研
究表明，健康的学生在服用该药
后，反应时间反而会变长，而且发
散思维也会受阻。除此之外，头
痛、烦躁、战栗、呕吐等副作用也
让人担忧。

当然，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临时抱佛脚、瞬间提分的心理，人
人都会有。可是，临场“补脑”，效
果如何？2012年，“孝感一中高三
学生集体打吊瓶”的照片火遍网
络。照片中教室里所有学生埋头
书山，但无一例外一边打氨基酸一
边“爬山”。但是，专家表示，对于
健康人来说，打一瓶氨基酸的作用

跟吃一两个鸡蛋差不多。最终的
结果也很令人伤感：“吊瓶班”全班
50多名学生，无一人达到一本线。
不知那些花大价钱给孩子打针的
家长，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食药监总局的提醒非常及时，
而且非常中肯。细想一下，如果真
的有所谓提分神药，那么，莘莘学
子，十二年寒窗，水滴石穿的努力，
是不是抵不上几针“聪明药”？网友
们对此纷纷回忆起大家集体“嗑”过
的药：生命一号、三勒浆、维生素C、
脑活素、脑蛋白水解物片……然后
一致得出结论：“考前吃保健补品是
种心虚不自信的表现。好成绩不
是吃出来的而是努力学出来的，好
状态不是补出来的而是好心态激
发出来的”。

大考面前，人人平等。平时踏
实用心、具备了真才实学的孩子，
在自信平和的状态下自然会最终
胜出。这个时候，也许均衡、营养、
可口的饭菜，对孩子更有助益。公
平竞争中，其实没有捷径、没有“大
力丸”、没有魔法也容不得任何诡
计，只有踏踏实实的努力和清晰的
判断，才是不变的“必杀技”。

别让“补脑药”成了迷魂汤

□程赤兵

摘要┃像银行、房地产交易
等这类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机
构，必须建立一个“索取证明机
制”，需要什么证明，理由是什么、
通过什么层面决定的、谁拍板了、
什么时候实行，要先证明给群众
看，不能随意，更不能毫无由头。

近日，云南宣威一男子持身份
证去当地银行办理业务时，被要求
开具户籍证明。为此，当地警方霸
气“怼”银行称，按照相关规定，公
安机关已不再出具此类证明，若再
让群众往返，将通报银行单位的纪
检部门，此回应获网友力挺。

因为要求出具“奇葩证明”，某
些单位被警方怼回的新闻，已经出
现多次了。例如湖北恩施某银行，
在客户要求兑换残损纸币时，要求
派出所出具“不是人为故意损毁人
民币”证明，遭派出所怼回，最后银

行道歉；再比如湖南某单位要求一
位老人去派出所开具“健在证明”，
也被派出所批评……

诸如此类新闻多了，未免让人
有些“审美疲劳”。人们为警方依
据规定坚持原则的行为叫好，并不
能改变当事人已经跑了冤枉路的
现实。同时也提出了一个疑问：那
就是什么时候不再发生此类新闻，
什么时候，“奇葩证明”能够真正杜
绝？

为什么中央要求消除“奇葩证
明”，连国务院总理都多次强调要
解决的问题，到了基层就解决不了
呢？有人说，这说明一些基层的政
府单位服务意识不强，依旧存在着

“官僚习气”，没有设身处地地对政
策进行人性化设计，也没有把群众
的辛苦当做一回事。道理虽对，但
还是有些“大”。有的不良作风和
习气，改起来需要很长时间，总不
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依旧让群众
跑腿，依旧让警方回怼，依旧让网

友没完没了地批评吧？
所以，要想在短时间内让风气

转变，让“奇葩证明”销声匿迹，就
必须做出有针对性的变化来。这
种变化，首先是来自技术上的。比
如，公民的身份信息，在政府的许
多机构都有备案，把这些信息联
网，实现办事机构可以统一查询，
从技术上来讲是完全可以实现
的。有了这些信息，各种证明可以
大幅度减少，跑腿的概率就能降
低。当然，这需要资金，也需要效
率。现在整个社会都信息化了，各
种机构和单位，就不能抱残守缺，
拿着上个世纪的旧例当令箭。与
时俱进是一种责任。

除了技术改进以外，办事机构
还需要建立“索取证明机制”。现在
人们去一些机构办事，对方索要的
证明往往出乎意外，有的证明以前
不要，现在又要了，而工作人员往往
一句“上级规定”、“内部规定”，无需
拿出任何文字说明，就“解释”了索

要证明的合理性。不承担责任，是
“奇葩证明”存在的土壤。

所以，像银行、房地产交易等
这类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机构，
必须建立一个“索取证明机制”，需
要什么证明，理由是什么、通过什
么层面决定的、谁拍板了、什么时
候实行，要先证明给群众看，不能
随意，更不能毫无由头。并且，这
些东西要放在官网上、放在办事大
厅里，让人一目了然，好提前准
备。这么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
免看似“奇葩”实际的确有需要的
证明被舆论误伤。

除了内部机制健全以外，管理
部门还应该设立监督，对管辖范围
内那些没完没了索要证明的机构
予以监管，接受社会举报，梳理出
哪些证明是合理的，哪些是没必要
的。对于随口就来，让群众四处跑
腿、让证明机关左右为难甚至回怼
的部门和个人，则要坚决处理，再
不能含糊下去。

警方“怼”银行：“奇葩证明”何时止

据新文化报 6 月 5 日
报道，一年前的某日，乌鲁
木齐的陈先生邀请因为被
领导批评而情绪低落的好
友芳芳到家中闲谈散心，
就在陈先生到厨房准备水
果时，芳芳突然从客厅窗
户 坠 下 五 楼 身 亡 。 事 发
后，警方排除了陈先生的
嫌疑。芳芳的父母向乌市
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要求陈先生赔偿
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等近
30 万 元 。 法 庭 审 理 后 认
为，虽然芳芳的死和陈先
生无直接关系，但陈先生
仍应当承担 20%的次要责
任，支付死者父母死亡赔
偿金和丧葬费8万余元。

点评：防盗窗是个好东
西。

日前，网上一条“刘明
炜同学准考证丢失”的信息
在朋友圈和微博上疯转。
实际上，从2011年起，网上就
出现过“白娅倩”、“刘明炜”
等同学丢准考证的信息，准
考证的种类也包括中考证
和高考证两种。目前，北京
网警官方微博对此辟谣，提
醒网友不信谣、不传谣、不
造谣。

点评：坑苦了真丢准考
证的同学。

据南方都市报6月5日
报道，某公司一员工杨某私
自拿走同事放在办公室的
花，公司认为其存在盗窃行
为，违反了公司《人力资源
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按
照规定予以开除。该员工
对此不服提起诉讼。日前，
上海市青浦区法院审理后
认为，公司依据合法有效的
规章制度及经过法定程序
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
最终该员工败诉。

点评：偷盆花也是偷。

据新京报 6 月 5 日报
道，随着人们对养生的看
重，各类辟谷养生修行班
日渐流行，加入其中的人
也越来越多。一般的辟谷
班 收 费 千 元 ，甚 至 数 千
元。他们宣称辟谷不但能
减肥，还可以治愈高血压、
糖尿病和癌症。他们让学
员们通过修习来汲取宇宙
能量排出体内浊气，甚至
让学员们默念某位身患疾
病的学员名字，以达到用
意念治病的目的。

点评：人是铁，饭是钢。

据英国《星期日邮报》6
月 3日报道，在与戴安娜王
妃的婚姻走向破裂之际，查
尔斯王储曾写信向挚友、美
国前“第一夫人”南希·里根
倾诉称，“我的婚姻如同一
出希腊式悲剧”。这些信件
首次披露了查尔斯内心深
处对婚姻的绝望、对祖母离
世的悲伤以及对世态炎凉
的出离愤怒。

点评：都不容易。

（以上内容来自网络）

新闻快评

2017年高考在即。专家
说，越临近高考，心态调节越
重要，考生务必及时调整好
心态，基于自身制定的考试
方案设定客观合理的期望
值，不过分期望“超常”发挥，
不多虑“失常”的偶发，以平
和自信的心态，更加从容地
参加考试。考生要在考前48
小时按照考试的作息时间调
好生物钟，保证睡眠，不要过
度紧张，也不要过分放松。
建议考生要有适合自己的调
节、放松方式，将身体调整到
最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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