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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9 日，背负数起命案的劳荣
枝一审被判死刑，罪名涉及故意杀
人、抢劫和绑架。

这个与男友法子英合谋作案的
女人，也算罪有应得。一旦判决生
效，劳荣枝在法律程序中的身份，就
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成了罪
犯。不过，劳荣枝当庭表示上诉，这
个死刑犯的身份还得等等，于是很
多网友不满意了，痛斥她怎么有脸
上诉。

上诉是劳荣枝的合法权利，刑
法及其诉讼法不仅保护法益，或者
说打击犯罪，而且要保障人权。保
护劳荣枝的上诉权，不是保护她本
人，而是保护法律。通过法律保护
我们不喜欢的人，其实也是保护我
们自己的权利。

劳荣枝的二哥劳声桥支持妹妹
上诉，也被网友痛斥这家人的家教
都有问题，实在没必要。劳声桥一
直认为，劳荣枝是被法子英胁迫作

案的。我对此也不认同。有个记者
说，如果能采访劳荣枝，最想问的
是，作为一个效益不错的石油企业
子弟学校的小学老师，是出于什么
样的心态，宁可丢掉工作也要追随
法子英。

其实，这不难理解。有的女人，
就是喜欢凶恶的坏男人，但这种心
理层面，或者性心理层面的问题，不
在法律评价的范围内。劳荣枝的一
切作为，必须自食其果。

劳荣枝的权利

近日，一张住院收费票据火了。
这张票据出自西安交通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一名患有罕见病脊髓
性肌萎缩症的1岁幼女，在该院儿科
神 经 康 复 病 区 住 了 4 天 ，共 花 费
553639.2元，其中进口药诺西那生钠
注射液，一针高达55万元。

最初报道这个消息的，是一家
知名媒体的新媒体平台。

这种药为什么这么贵？为什么
不能进医保？有专业的医疗媒体做
了详细解释。罕见病的市场不大，
研发的药企少，研发费用高，研发出
来的药很可能就是孤儿药，也就是
医药市场上只有一两种甚至只有一
种。为了在专利保护期内收回研发
成本，药企必然要提高药价。如果
连研发成本都收不回来，药企就失
去了研发冲动，受害的还是患者。
那么，医保能否将孤儿药纳入目录，
减轻患者家庭负担？也不太现实。
因为医保是兜底的，把几千人的医
保用在一个罕见病例上，不科学。

我写这篇小文的目的，不是介
绍这种背后的原因，而是想追问：媒
体为啥不愿意做这种功课了？

前不久，我一个同学说，现在的
媒体都是带着立场做新闻的，看新
闻都得等它飞一会儿，看会不会出
现反转。我觉得，先入为主的情况
很少见，主要原因还是互联网压缩
了新闻生产的流程。抢新闻是媒体
的基本冲动，但一些媒体为了抢新
闻、赚流量，喜欢制造冲突，没有耐
心和时间在内容上做功课，这种行
为在新媒体时代尤甚。它们生产出
来的产品叫信息，不是新闻。

报道的缺失

30 多年以前，去餐馆吃饭不是
常有的事，“下馆子”多少有点奢
侈。在物质不丰富的年代，相对于
家里的饭菜单一，甚至连菜都没有，
餐馆品类较多，大师傅对掌勺也有
热情，菜品有保证，因此，下一次馆
子后，味蕾上的感觉要翻滚停留好
长时间。

现在不同了。街上的很多餐
馆，只是为了方便顾客，不一定比家
里好吃。餐馆里有的，也可以到菜
市场或网上淘回来，在家里试一下

身手。这是时代的进步。但是，时
代一进步，我们的嘴就变刁了，动不
动就说厨师做得不好吃。

从这个学期开始，市区部分初
中学生可以在学校吃午餐了。晚报
记者跟随有关部门参观了中标企业
的后厨，整条流水线，对卫生和食品
安全要求极为严格。然而，网友的
评论是另一个画风：纷纷吐槽校餐
不好吃。

我倒觉得，像学校这种集中式
供应餐饮，尤其是涉及孩子们的

身 体 健 康 ，食 品 安 全 是 永 远 的 C
位，好不好吃要往后放放。如果
再深究普通食材怎样才能做出极
品美味，那很可能意味着要牺牲
一些健康。而且，追求美味必然
压缩其他成本。我们与其抱怨校
餐不好吃，不如监督食材是否新
鲜，校餐品类是否丰富，营养搭配
是否合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
食品安全。

对于正在生长发育的孩子而
言，满足胃比满足舌头重要。

孩子们的伙食

□王明玉

老师，一声感恩的称呼，也是一份
深切的期待。感恩老师教授我们的学
识，期待老师带给我们更多人生营养。
第 37 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每一位老
师道一声“您辛苦了！”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
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
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
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这一评价
道出了教师职业的崇高。无论是成就

个人梦想还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都
需要高质量的教育事业作坚实支撑。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教师队伍
已达1792.97万人，一年增加了60.94万
人。这说明，教育事业吸引了越来越多
有理想、有行动力的年轻人投身其中。

高质量教育需要学为人师、行为世
范的好老师。时代呼唤老师们坚定理
想信念，丰富自身学识，创新教育方法，
涵养道德情操，做顺应时代潮流、满足
国家需要、深受学生欢迎的“大先生”。

教师用知识点亮学生梦想，更教给

他们学习的方法、处世的道理。于是，
孩子们有了应对人生路上挑战的底气
和能力，拥有人生出彩的可能。那些奋
斗基层的教师中，有的把全部身心扑在
学生身上，有的拿出微薄收入资助贫困
学生，有的牵着学生的手过急流、走险
路……他们用一言一行，诠释了什么是
甘于奉献、什么是责任担当，进而引导
学生懂得“做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一个
大写的‘人’”。

爱是教育的本质，培根铸魂离不开
心与心的交融。“校长妈妈”张桂梅，她

把自己的全部情感和温暖倾注到学生
身上，让山区女孩摆脱命运的束缚，飞
向梦寐的远方。“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九死亦无悔’”道出她对孩子的关爱、
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更诠释着一名教师
对民族、对国家、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
师为本。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使命，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
新，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培养出更
多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民
族未来大有希望！

辛苦了，老师！

□本期作者：雨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