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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来，不少地方曝出教师要承担巡河巡湖、
网络投票、催缴社保、应付检查等与教学无关的社会事
务。主责主业成“副业”，工作负担蹭蹭涨，让教师苦不
堪言。

必须把教师的时间还给教学。
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必须投入时间，把宝贵时间

和精力更多更好地用在教书育人上。教师肩负着繁重
的教学工作，又要关心学生个人成长，有教师调侃自己
是“教师+居委会+民警+行政+管家+保姆”的“六边形
战士”。

而一些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不仅干扰学校正
常教育教学秩序，也给教师增加了额外负担。比如，有
的地方培训走过场，人数不够教师来凑，培训内容与教
育教学毫无关系，让教师疲于应付；有的地方搞庆典、
招商等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也要找教师、进校园；

有的地方工作重“留痕”，拍照打卡、“繁文缛节”让教师
沦为“表哥表姐”等等。

为教师减负，要减掉的正是这类教师不应承担、与
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弘扬教育家精
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明
确要求，大力减轻教师负担，统筹规范社会事务进校
园，精简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为中小学、高校教师
和科研人员减负松绑，充分保证教师从事主责主业。

为教师减负，既要“治标”，也要“治本”。必须严格
实行社会事务进校园审批制、精简规范各类填报工作、
严格控制借调教师、规范各类教师培训等，避免七七八
八的其他事务分散教师精力，实实在在为教师松绑减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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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不应承担与教育教学无关事项

近日，歌手张杰在演唱会上用自己的生日加上随
口说的另外4位数，组成了一个198开头的手机号码，
开玩笑说这是自己的手机号码。但没想到，这随口说
出的号码却是别人的手机号。随后，很多歌迷拨打了
这个号码，导致该手机号的持有者不胜烦扰，被迫关
机。一句玩笑引发了一场骚扰事件以及背后涉及的法
律责任探讨。

稍微有点常识的歌迷都应该知道，歌星的联系方
式等隐私是不会轻易泄露的。作为张杰来说，他的这
一行为显而易见是一种玩梗而已，而非出于故意打扰
他人生活安宁的目的。只是现实却远比想象复杂，一
句不经意的玩笑意外触碰了他人隐私的底线，给其生
活带来了巨大困扰。这其中，不排除有些粉丝是出于
好奇，明知而故意为之。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手机号码属于个人隐私的
范畴，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同意，擅自使用、泄露或
公开其手机号码可能构成对隐私权的侵犯。张杰的疏
忽大意的确造成了不良后果，因此，他和他的团队事后
也为此表示了歉意。

实际上，类似的事件之前也发生过。在电影《被光

抓走的人》中，主演黄渤和王珞丹相遇的场景取景于市
民曹女士的真实门店前，因此曹女士门店招牌上的电
话就出现在两段合计为40秒的电影场景中。影片上映
后，大量观众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联系曹女士，给其
生活造成了困扰。法院最终判决电影出品方侵害个人
隐私权，赔偿当事人3万元。

对张杰的“随口一说”，舆论多有批评。作为一位
拥有众多粉丝的歌手，自然希望通过演出拉近与歌迷
们的距离，更希望展现自己幽默亲和的一面。关键在
于如何平衡娱乐性与责任感以及法律的边界，言行既
有趣，又不失分寸。这需要公众人物自我提升公共素
养和法律意识，学会在镜头前更加谨慎表达，注意不要
触碰他人隐私。张杰的这次经历无疑给他自己，也是
给所有公众人物的一次警醒——在公开场合，任何言
行都需三思而后行。

我们一方面期待看到更加成熟与理性的粉丝文
化，另一方面也期待明星们约束自己的言谈和行为。
在这个公共意识日益增强的时代，互相建立更加明确
的界限，才能不让娱乐玩过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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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要理性 明星也不能玩过界

病友是假扮的、药是动过手脚的、小诊所天价药
品原价仅几十元……近日，贵州网友黄先生在社交平
台发布视频表示，自己在贵州贵阳、六盘水等地公立
医院附近发现“医托”的存在，并向主管部门投诉举
报。在社交平台上，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9月9日
央广网）

“医托”是指经常出没于正规医院及周边、网络
论坛等地，用欺骗的方法，向患者及家属推介医疗服
务、引诱患者到无医疗资格的小诊所去看病治疗，从而
牟取利益的人。“医托”的行为属于诈骗行为，严重侵害
了患者的合法权益，违反了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

“医托”并非新鲜事，早在1998年就有了关于打击
“医托”的相关文件。今年3月，国家印发《关于加强医
疗监督跨部门执法联动工作的意见》，加强对“医托”情
况的摸排和处罚。时至今日，“医托”仍久久未绝，我们
不禁发问：“医托”顽疾，究竟该怎么医？

首先，要从打击“医托”本身入手。由于“医托”流
动性、隐匿性强，取证较难，实际操作中存在执法难度
大、处罚力度不够等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明确法律界定和处罚标准，提高违法成

本。同时，加强跨部门协作，提升联合执法效率。积极
利用科技手段，如人脸识别、大数据分析等，实现对医
托行为的精准打击。

其次，要在患者方面发力。患者对医疗知识、诊疗
流程的了解有限给了违法分子可乘之机。社会各界应
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普及防骗知识，
提高患者的警惕性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加强对患
者的健康教育，普及医疗知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
建立医疗信息服务平台，为患者提供便捷、准确的医疗
信息查询服务。

医托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医疗资源分
配不均，部分患者难以在正规医院获得及时有效的治
疗。政府部门应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高基层医疗机
构的诊疗水平和服务质量，推动医疗体制改革，打破医
疗资源垄断和壁垒，从根本上减少患者被医托诱导的
可能性。

“医托”问题是一个复合型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
各部门、医疗机构、患者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来解决。

“医托”难治，但必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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