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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时期医疗资源紧缺，

是一次次排队挂号寻医问诊的

经历；但在战“疫”时期，每张床

位、每位医护人员所代表的医

疗资源，则成为与时间抢生命

的武器。截至2018年，全国共有

99.7万个医疗卫生机构、840万
张床位、1442个三甲医院……

这些医疗资源是如何分布的？

45%的三甲医院在东部

人口大省多是医疗机构大

户，2018年河北、四川和山东拥

有的医疗机构数最多，均在8万
个以上；河南、湖南、广东也表

现不俗。总体而言，全国37%的

医疗机构都集中分布在东部

地区。

即使是医院数，排在第一

梯队的仍然是山东、四川、河北

这些人口大省，2018年医院数

量均在2000家。

三甲医院作为优质医疗资

源的代表，高度向东部地区集

中。2018年全国共有1442家三

甲医院，其中45%的三甲医院

都在东部地区，而中部、西部地

区只有不到三成比重。

三甲医院最多的广东省共

122家，其中，广州市三甲医疗

机构38家。排名前十的还有山

东、四川、江苏、湖北、黑龙江、

浙江、辽宁、河南、北京。

长沙人均拥有量最高

2018年，全国每千人口医

疗机构床位数是6.03张。但从

分布范围来说，人均拥有量靠

前的不是东部地区，而是辽宁、

新疆、四川和重庆，每千人口医

疗床位数均在7张以上。

从城市维度来看医疗床位

数也是如此，北上深等一线城

市并不具优势。西部的重庆、成

都总量领先，北京、上海两大一

线城市紧随其后，虽医疗机构

床位数超过10万张，但平均在

每个人身上，则略显不足：2018
年北京每千人口医疗床位数为

5.76、上 海 为 5.55，排 名 明 显

靠后。

意想不到的是，一些老工

业城市反而人均拥有量非常靠

前。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长

沙排名第一，每千人口医疗机

构床位数为9.48，其次是昆明、

乌鲁木齐、郑州、太原、成都和

武汉；深圳则排名垫底，该值为

3.65。这或许可以解释，与疫情

重地湖北仅一湖之隔的湖南，

为何累计确诊病例居全国第

五，但死亡率却很低。

中部“缺医”更“少护”

卫生人员数量同样呈现地

域高度集中的趋势，广东、山东

等9省占到全国卫生人员的一

半以上。均摊在每个人身上，可

获 得 医 生 、护 士 资 源 又 是 多

少呢？

按照常住人口来算，2018
年每千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

遥遥领先的是北京，相当于每

千人有4.63名医生，远远高于

全国均值（2.59）；其次是浙江、

上海、内蒙古、江苏。

令人意外的是，整个中部

地区的每千人执业医师数只有

2.41，与东部地区（2.84）相差甚

远。尤其是经济大省湖北、安

徽、江西，医生资源与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

更突出。

但更需要中部地区警惕

的，不仅是人均“缺医”，更是

“少护”。2018年我国每千人拥

有2.9名注册护士，而中部地区

均值只有2.69，不仅低于东部

（3.1），更是罕见低于西部平均

水平（2.98）。

上海医生最忙

“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

的体验，相信不少人都经历过。

由于医生工作量过大，经常导

致医疗服务质量不尽如人意。

从 门 诊 服 务 的 情 况 看 ，

2018年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最高的地方是上海，为14.4人

次，而浙江、广东的医生工作量

只有10人次左右；山西、湖南、

黑龙江的医生则是全国最轻

松，日均担负诊疗人次在4.6人
次以下，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7人次）。

从住院服务的情况看，医

院病床使用率既反映了医院床

位的利用效率，也是病床负荷

情况的直接体现。上海依然是

该指标最高的地区，2018年病

床使用率为95.85%；其次是湖

北（92.65%），比全国病床使用

率高出将近10个百分点。

上海医疗资源人满为患的

程度，从中可见一斑。连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床位使用率也是

全国第一，为88%，几乎是北京

的3倍。

其实，上海医疗资源并不

算匮乏，但人均拥有量偏低，加

之在上海大医院就医的外地患

者 ，使 当 地 医 疗 资 源 更 捉 襟

见肘。

深圳看病个人花费最少

自2003年非典之后，国家

就加大了对医疗卫生的投入，

政府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

由 2003年 的 17%迅 速 提 升 到

2011年的30.66%，增加了将近

一倍。此后占比虽有所下滑，但

2018年仍为27.74%。

财政投入力度加大，意味

着个人看病成本的下降。以北

京为例，虽然其人均卫生总费

用已突破1万元，两倍于浙江、

江苏，但得益于社会办医、医疗

保障等社会卫生支出占比超过

50%的比重，个人现金卫生支

出仍处于全国最优水平。

但 最 低 的 还 不 是 北 京 。

2019年深圳个人现金卫生支出

占 卫 生 总 费 用 的 比 例 降 至

14.42%，达到全国除西藏地区

外最低水平。

WHO指出，只有当个人

现金卫生支出降低到卫生总费

用的15%以下时，经济困难和

因病致贫发生的机会才能降低

到可以忽略的水平。需要注意

的是，诸如东北三省，河北、湖

北等中部省份，个人卫生支出

占比均在32%以上，明显高于

全国均值。

社区中心床位使用率50%

总体来看，全国医疗资源

配置呈现出区域分布、城乡分

配不均的问题。大量优良医疗

资源集中在城区大医院，尤其

是在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进

而导致很多患者到省会城市、

北上广看病。

作为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

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因投入

严重不足，使用水平明显偏低。

目前我国的医疗机构，95%都

分布在基层的社区服务中心、

街道卫生院、村卫生室等，2018
年共有94万个；但数量庞大的

基层医疗机构并未有效发挥作

用，2018年全国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病床使用率只有51.9%，

乡镇卫生院要稍高一点，也没

超过60%。

以上海为例，2018年其仅

有4729个基层卫生机构，是同

为一线城市北京（9172个）的一

半，这也是导致上海医院医生

工作量大的一个重要原因。21
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当下我

们亟需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的能力，让大量的社区医院能

够起到合理分流病人的作用，

加大分级诊疗的力度。

此外，还要加大社会办医

力度，提高医疗资源的市场化

能力。一个对比鲜明的数据是，

2018年全国有2.1万家民营医

院，占医院总数的比重已超过

60%，但数量庞大的民营医院

只承担了全国诊疗人次数的

14.7%，而公立医院却是一床难

求。 （摘自3月21日《21世纪

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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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初，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中小学生们也迎来

了有生以来最长的“寒假”。在

这样一段特殊的时期，家长不

仅需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

还需要为孩子的日常教育殚

精竭虑，如何帮助家长更好地

胜任家庭教育职责一时间成

为社会舆论关心的热点问题。

家庭是教育的第一场所

家庭教育在孩子整个成

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1996年，国际21世纪教育

委员会为纪念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成立50周年提交了一份

里程碑式的报告《教育：财富

蕴藏其中》，报告指出：“家庭

是一切教育的第一场所，并在

这方面负责情感和认识之间

的联系及价值观和准则的传

授。”

国内外大量实证研究显

示，家庭教育对学生发展的影

响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与

学校教育的影响基本相当，甚

至犹有过之。2017年，麦肯锡

公司基于PISA项目2015年测

试数据结果，发布了一份名为

《影响学生成绩的动因之亚太

篇》的报告。报告深度分析了

影响亚洲学生在2015年经合

组织PISA测试中科学成绩的

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除学生

个体心态对成绩的影响程度，

学校因素、家庭因素和教师因

素所带来的影响在15%-18%
之间。

上述数据表明，家庭教育

质量的好坏、家长的责任与能

力将直接决定子女在未来发

展的竞争力。更加值得注意的

是，上述引用的所有研究与数

据，是在正规学校教育体系不

断完善、几乎占据学生成长

“主战场”的背景下获得的。

家庭教育作用日趋凸显

在家庭教育作用日趋凸

显的今天，年轻的家长们似乎

尚未做好承担这份责任的准

备，家长参与学生成长的模式

存在“结构性缺陷”。孟母三

迁、画荻教子、陶母以身垂范，

乃至蒙台梭利教育理论中强

调的环境创设等，都说明家长

支持学生成长的重要性。

国际上已经有大量实证

研究证明，无论是家长参与学

生学习，还是家长参与学生生

活，都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发

展，例如杰恩斯运用元分析的

方法，对近年来的52篇国际研

究中六到十二年级的超过30
万名的学生进行分析，结果发

现家长参与对中小学学生学

业成绩、学习动机、学习兴趣

等方面均具有显著的影响。

但具体到我国家庭教育

实践中，家长无论是在整体参

与程度，还是在参与方式上，

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

北京师范大学“区域教育

质量健康体检”项目团队于

2017年对我国58837个四年级

家庭、48147个初二年级家庭

和14652个高二年级家庭家长

参与模式进行调研。数据结果

显示，分别有 24.2%，43.2%和

62.7%的小四、初二、高二年级

学生表示家长很少关心他们

的学习和生活。

家长是“更多地关注子女

的学习好”还是“更多地关心

子女的生活好”？项目团队的

数据分析显示，不同学段结果

不同。在小学阶段，数据表明

家长既关注子女的学业也关

注子女的生活，对孩子的学业

发展最为有利；而到了高中阶

段，结果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日常生活中父母更多地陪伴

子女参与社会活动，聊聊交友

看看电影，这个学生群体的学

业成就表现最好；初中阶段，

家长是否关注学生的学习或

生活，无论是内容还是频度，

对学生的学业成就的促进作

用都不明显。

当然，家长参与只是家庭

教育的一个侧面，在教育资源

供给、内容规划、教养方式选

择、亲子关系构建和树立正确

榜样等诸多方面，绝大部分家

长当前能够为孩子提供的支

持与真正实现“家庭教育为主

体的全人教育系统”之间，还

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变革”刚刚起步

2016年，中国青少年儿童

发展中心在人民网上发布《我

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构

建与推进策略研究》，分析了

我国家庭教育体系中存在的

七大问题，其中一项重要问题

就是对家庭教育组织的相关

指导和服务水平专业化程度

不足，无法为家长提供与当前

时代同步的教育指导。

针对家长家庭教育支持

方面的系统性缺失，全国妇

联、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

年 规 划（2016- 2020年）》，将

“基本建成适应城乡发展、满

足家长和儿童需求的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体系”作为其中一

项重要目标。

“变革”刚刚起步。在一段

时间内疫情打破了家庭教育的

舒适区，迫使学校从教育中淡

出，而家庭教育从幕后走到台

前，让学生成长更多地变成监

护人和学生自己的事情。虽然

疫情期间家庭教育为主导的责

任体系是无奈之下的应对举

措，但已经留下了未来教育的基

因。 （摘自3月23日《中国青

年报》刘坚刘启蒙文）

疫情打破家庭教育的舒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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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文艺大师

冯梦龙是江苏苏州人，他

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苏州

度过的。而苏州又是当时明朝

全国商品经济最发达、市民阶

层最活跃的地方。所以冯梦龙

的作品中不乏苏州要素、商业

要素。

冯梦龙十几岁时就考中了

秀才，但是后来始终都考不中

举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冯

梦龙57岁那年，他实在没办法

了，就去补了一个贡生。贡生

只能做吏，于是他就去了丹徒

县（今镇江）做训导，在当地工

作了4年，得到了一个上司的赏

识，这位上司就向皇帝举荐冯

梦龙。但是此时的冯梦龙已经

60岁了，而且硬件条件缺失，于

是就决定把他派去福建的寿宁

县。寿宁县在当时属于标准的

山高水冷之地，非常偏僻。为

了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冯梦

龙愿意试一下。

除了4年的寿宁为官生涯，

冯梦龙大部分时间还是从事文

学创作的。在文史领域，他这

一生写了3000万字左右的作

品。最有名的就是他的通俗文

艺作品，比如“三言”中的120篇
话本小说，这些作品是面向市

民百姓的，以后世的眼光来看

颇具前瞻性。他还改编了大量

戏曲。所以后世对他还有个评

价，叫做中国通俗文艺大师。

冯梦龙在寿宁任职期间，

还编了一本县志性质的书，就

是《寿宁待志》。书的栏目设计

都是从实际出发，没有套用旧

县志的八股形式。为什么要取

名为“待志”呢？他的观念是，

事物都是有个认识过程的，过

去的县志，肯定有很多东西写

得不清楚，等我这个时代的人

来完善，那么我写的也一定有

些不准确不全面的地方，需要

“等待”以后的人继续来补充完

善。冯梦龙去世以后，由于他

主张反清复明，所以他的书很

多在国内都找不到了。1981
年，寿宁县把日本上野图书馆

藏的孤本《寿宁待志》以胶卷本

的形式引进回来，经点校后出

版。这本书可以称得上是冯梦

龙为官实录，提供了十分宝贵

的第一手材料。

“闲官”不简单

清朝的福宁府知府李拔

在 修 订 地 方 志 的 时 候 ，评 价

冯梦龙在寿宁“政简刑清，首

尚 文 学 ，遇 民 以 恩 ，待 士 有

礼”。冯梦龙当时还有个朋友

徐灯，是福州布衣文人同时也

是藏书家，他评价冯梦龙是当

时福建57位县令中工作做得

最好、最有才干的，但也是最

清闲的。他这个评价很有趣，

要想做到最清闲，就是不要乱

作为，不要去给老百姓增加额

外的麻烦，更不要动歪念头去

搜刮民脂民膏，有空就读点书

写点文章。

那时候的县官，重要职能

之一就是断案。有一次，有人

来县衙告状。告状人叫姜廷

盛，他弟弟当时手上被人砍了

一刀，鲜血淋漓。姜廷盛说有

一个坏人叫做刘世童的，把他

弟弟伤了。他还带来了几个人

证。过了不久，那个刘世童也

来告状了，说姜廷盛诬告他。

第二天，冯梦龙抄小路悄悄去

案发地点，调查事情曲直。他

去询问姜廷盛的同族之人，其

中有一个姓姜的秀才说，是姜

廷盛砍伤了自己的弟弟。又经

过一番调查，发现姜廷盛在当

地是个恶霸，在村里徭役的分

配上屡有不公，刘世童曾经公

开反对，于是姜廷盛就想找机

会污蔑报复他。姜廷盛有个弟

弟，从小手臂残疾不能劳动，姜

廷盛又嫌弃弟弟白吃白喝，所

以他就带着弟弟去找刘世童挑

衅，想让刘世童伤了自己弟弟，

一箭双雕。结果刘世童不理睬

挑衅，姜廷盛就急了，抄起一旁

肉案上的刀子砍伤了自己的弟

弟，然后拉去县衙诬告。

在证据面前，姜廷盛无话

可说。认罪以后，如何处罚？

冯梦龙认为如果只是打上几十

板子，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他

又给姜廷盛一个机会，那就是

把他的弟弟带回家好好调养。

如果能够照顾好，那么就不追

究刑事责任；如果不养弟弟，那

就要两罪合一，严惩不贷。姜

廷盛乖乖地带着弟弟回去了。

爱民恤物

县令除了能清楚断案，还

要能收上来赋税。明代中期以

后，皇帝经常额外加税，老百姓

苦不堪言。冯梦龙就把从某年

开始到某年，上面一共加了多

少赋税、老百姓一共累积增加

多少负担，向上级报告，希望上

级来调查研究、体察民情，为老

百姓减轻负担。

冯梦龙做官很清廉，但不

是表现在拒绝别人贿赂上，而

是要做事，县里财政没有钱，他

就自掏腰包。他到寿宁第一

天，就看到县城连城门都没有，

这是因为70年前倭寇三次袭扰

寿宁，把城门给毁掉了。当晚，

就听到老虎的叫声很大，因为

没有城门，老虎直接溜进城来

了，所幸的是当晚没有伤人，但

是咬伤了老百姓的家畜牲口。

冯 梦 龙 就 决 定 ，城 门 一 定 要

修。他打报告，上面照旧不批

钱，冯梦龙就把自己的薪俸捐

出来，带头集资，最终凑够了

钱，修了城门。他又经过仔细

查访，发现当地有个周姓猎户

很擅长捕兽，于是专门请他来

制作捕兽陷阱，最终除掉了虎

患。

冯梦龙还关心了作为古代

县令不一定要关心的问题。比

如发现当地人不看病而信巫

师，他要过问；当地人搞冬月烧

山取灰，他发现很容易烧到山

林，专门去提醒山民；他还发现

当时的寿宁有溺女婴的恶习，

就出了通告禁溺女婴。

冯梦龙在寿宁期间写过一

首诗《戴清亭》，可以作为当时

他的心境写照：

县 在 翠 微 处 ，浮 家 似 锦

棚 。 三 峰 南 入 幕 ，万 树 北 遮

城 。 地 僻 人 难 到 ，山 多 云 易

生。老梅标冷趣，我与尔同清。

（摘自3月21日《光明日报》）

“同人”最初来源于日语，

意为“同好，志同道合之人”。

1885年，日本文学团体“砚友

社”发行了会刊《我乐多文库》，

从此，这种由志同道合之人出

版的书刊杂志便被称为“同人

志”（“志”在日语中是刊物的意

思）。1916年，“东京漫画会”发

行了第一本漫画同人志，“同

人”一词也由“刊载在私人出版

物上的同好们的原创作品”逐

渐向“同好者在原作或原型的

基础上进行衍生创作的产物”

转变。如今，从欧美影视到日

本动漫与韩国游戏，尤其是中

国的网络文学，同人创作已成

为 一 种 世 界 性 的 当 代 文 化

现象。

“同人”现象实质上是商品

经济及消费文化发展到极度繁

盛时期的产物，是消费者由被

动接受到主动参与创作的文化

变革的表现之一。早在20世纪

初期，中国与欧美都曾因都市

通俗小说的繁盛而先后出现与

现代意义上的“同人”性质一致

的文化现象。

20世纪20年代，由于简·奥

斯汀的作品和福尔摩斯系列作

品的风行，在欧美出现了一大

批小说粉丝。粉丝们为了方便

内部交流，自己出版杂志“Fan⁃
zine”（粉丝杂志），这些早期

“同人志”性质的刊物主要用于

刊载粉丝们对商业作品的评

论、读者讨论、小道消息和少量

“业余”的故事。1967年，随着

科 幻 电 视 剧《星 际 迷 航（Star
Trek）》第二季的热播，其相应

的 Fanzine 上 出 现 了 大 量 Fan
Fiction创作，其形式包括诗歌、

绘画、歌曲、小说等。

在我国，类似同人的创作

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元代，如

王实甫的《西厢记》可看做唐

传奇《莺莺传》的同人，《三国

演义》可看做《三国志》的同人

等。但真正意义上以粉丝群

体为创作主体，通过刊物发表

的现代意义上的同人小说，当

属20世纪初随着通俗小说发

展繁盛而出现的反案小说一

脉。

反案小说指借助原有小说

中的人物形象来写自己故事的

小说类型。清末民初几乎每一

部稍有影响力的畅销小说，都

有他人为其写的反案小说，其

中最著名的当属《秋海棠》的反

案小说《新秋海棠》。当时连载

《秋海棠》的《申报》副刊主编周

瘦鹃是作者秦瘦鸥（见左图左）

的好友，周家的三个女儿都是

《秋海棠》的忠实粉丝，看到结

局时秋海棠凄惨而死，纷纷哭

求父亲让秦修改结局。被秦瘦

鸥拒绝后，周瘦鹃干脆亲自捉

刀，创作了《新秋海棠》一书，不

仅将本该惨死的秋海棠救了过

来，最后还让他做了封翁（编者

注：古代因子孙显贵而受封典

的人），实现了完满的大团圆

结局。

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亦有

很多反案小说，人物还是樊家

树、沈凤喜、关秀姑等，不过作

者把他们放在另外一个场景

中，看这些同样的人物在不同

的场景中是如何应对的，将会

产生不同于原著的新的故事及

发展。

当时反案小说的作者大

多 是 原 著 的 忠 实 读 者 ，这 些

“同好”们虽然没有专门刊载

反案小说的“同人志”类杂志，

但是四大通俗小说杂志中的

《月月小说》《绣像小说》等对

反案小说都多有刊载。有据

可查的最早在报刊上连载的

反案小说是1905年9月19日，

吴趼人署名“老少年”所撰的

《新石头记》（见中图）。书中

主要讲述贾宝玉历经几世之

后 想 酬 补 天 之 愿 ，便 蓄 发 下

山，巧遇在上海经商的薛蟠，

游历晚清上海。他看新报、吃

西餐，参观炮弹厂、锅炉厂、水

雷厂、画图房、洋枪厂、铸铁厂

等，大开眼界。后来到北京，

时值义和团大闹北京，八国联

军进京，看到义和团民诸多丑

态和骗人伎俩。冬尽春来，宝

玉回到上海，听演讲，到汉口

谈维新，被官府缉拿。被朋友

救出后，北上游历，走入一个

乌托邦世界“文明境界”。经

老少年介绍，见识众多先进科

学发明，乘空中猎车，获大鹏

鸟，坐猎艇，过太平洋，遇人

鱼，得海鳅，到南极，取海貂、

珊瑚等宝物，还参观了学校、

工厂、市场等地，最后见到文

明境界的缔造者东方文明，实

为 故 人 甄 宝 玉 ，已 偿 补 天 之

愿。这种反案小说完全是借

着已有的人物形象，去表达对

现代社会的思考和对未来中

国的美好愿景。

又如陆士谔（见右图）的

《新水浒》，讲述英雄得知朝廷

已经维新改革，梁山也要改变

依靠“打家劫舍”来维持的“八

方共域，异姓一家”“不分贵贱”

“无问亲疏”的大锅饭政策，于

是吴用提议成立梁山会，宋江

则指派众会员下山，各骋所长，

经营种种新事业，借林冲、鲁智

深等人物形象大写社会经济生

活改革。

再 如 陈 景 韩 的《新 西 游

记》，作者让《西游记》中的几位

人物到晚清上海游历一番，见

识了各种丑陋的奇闻怪事，用

以揭示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

煮梦的《新西游记》则让孙悟

空、猪八戒等人百般变化，化作

学生、嫖客、警察、政客、妓女

等，演绎了一出清末民初时期

都 市 浮 华 背 后 的 众 生“现 形

记”……可以说这些晚清反案

小说早已跳出了所谓“红楼续

书”类型的桎梏，成为将现代思

想注入古代文本的一种独特的

再创作文类。

然而晚清反案小说之花虽

然最早盛放，却并没能传承下

来。除了原本始终存在的雅俗

之争外，还涉及中西文化、新旧

文化等对立矛盾。 （摘自

《百家评论》2019年第1期）

·刘小源·同人文化在中国
晚清反案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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