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7月，国家要求规
范医院名称，对于申请登记含
有协和、同仁、华山、湘雅等知
名医院相关字词的，无相关授
权的一律不予登记。

有媒体统计，在下发通知
前一个月，名称中包含“协和
医院”“同济医院”“华西医院”
的企业数量分别为 2122 家、
926家、828家。

而记者近日重新查询上

述三家医院名称时，这组数据
不降反增，分别变成了 2130
家、1199家和993家。

山寨“协和医院”不仅没
有减少，还有增长趋势。

现实中，对“山寨医院”的
监管权限不够清晰，准入门槛
低、违法违规成本低，是造成

“山寨医院”泛滥的主要原
因。 据新华网

山寨“协和医院”
为何越打越多？

圣玛瑜伽馆为何不按合同约定退款
【事件】
市民郭女士在运河区天元

商厦二楼圣玛瑜伽馆参加了挑
战年卡活动。她按照合同要求
挑战成功后，要求店家按约定
退还她办卡时缴纳的999元钱。
1年多过去了，店家却一直没有
退还郭女士当初办卡时交的
钱。 （1月25日《沧州晚报》）

【留言板】

@备忘录：为何不按合同约
定退款，因为牛呗；为什么牛，
因为一句“没钱”就能推卸责
任。

@哈哈：商家是想做一锤子
买卖吗？

@护手霜：店大欺客！

@红福：我认识的一个姐
姐，也参加了这家瑜伽馆的活
动，钱也没要回来。

@Stina：让人交钱的时候，
商家热情似火；钱交了以后，商
家一推三六五。

@bugle163：最后，还是消
费者妥协了。

@Rainbow：想让商家主动
作为，不现实。有关部门要行动
起来，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

@黎明的光阴：对这样的商
家，消费者要敬而远之。

肉夹馍里没有肉
夹的全都是蘑菇

近日，天津一位食客到拉
面馆吃肉夹馍，肉夹馍里塞满
了蘑菇。这名食客给肉夹馍拍
了特写，吐槽称：“用放大镜都
找不见肉！” 据泉州网

回音：肉夹“蘑”？

主人给狗烤暖气
狗差点变“热狗”

近日，昆明一位养狗人怕
狗冻着，特意给它打开了电暖
气。主人洗碗时，闻到了毛发烧
焦的味道。走近一看，狗毛被电
暖气烧掉了一大片，而狗一动
不动，躺在旁边睡觉。

据泉州网

回音：再烧下去，狗就变
“热狗”了！

消防员接亲
拆窗接人

1月 24日，浙江衢州的消
防员上门接亲，被伴娘团拦在
门外，他们三下五除二就把窗
户拆了下来，一拥而上冲进屋
内，接走了新娘。

据@半岛都市报

回音：专业对口，分分钟的
事情！

左手拿奖状
右手提猪肉

1月 22日，广西柳州一小
学为优秀学生颁发了奖状，还
给每个获奖者发了 3 斤土猪
肉。优秀学生左手拿着奖状，右
手提着猪肉，既有了“面子”，还
得了实惠。 据@楚天都市报

回音：读书不仅能改变命
运，还能改善伙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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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节临近，采买年货、
准备年夜饭也提上了日程。今年
春节，在“就地过年”的倡议下，
市民对“年夜饭怎么吃”的议论
也比往年更早地热了起来。

往年，一进入农历腊月，市

区很多饭店都会出现年夜饭预
订“一桌难求”的现象。受疫情
影响，今年很多市民主动选择

“宅家过年”，退掉了已预订的
年夜饭。

往年，人们去饭店吃年夜
饭，多是为了“方便”。今年，许
多市民选择退掉饭店订单，改
在家中吃年夜饭，则是出于对
抗疫的自觉。

虽然年夜饭改在家中，但
市民对年夜饭仪式感的要求并
未降低，“丰盛”依然是人们的
普遍要求。

于是，外卖年夜饭在不少
市民眼中成了一种“两全其美”
的选择。一方面，宅家年夜饭避
免了“聚集”的危险，很好地守

护了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另一方
面，宅家年夜饭更能让人们感受
到亲情的味道。

商家主动抓住新商机，将年
夜饭从“到店”转到“到家”服务
上，也造就了舌尖上的“新食
尚”。

不少饭店在不断探索年夜
饭新花样的同时，推出了可外送
或自取的年夜饭。他们推出的佛
跳墙、特色熏鹅、红烧狮子头等
做法相对复杂的菜品，不但赢得
了部分懒得在家做饭的市民的
心，更惹得喜爱美食的市民为之
垂涎。

笔者还欣喜地看到，越来越
多的商家和消费者理性消费、勤
俭节约意识不断增强。在今年外

卖年夜饭订单中，市民更偏爱低
价、小份的年夜饭套餐。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不是
让大家吃得更少，而是吃得更
好、剩得更少。为减少舌尖上的
浪费，商家在提升口感、翻新花
样上加足了马力。为避免浪费，
他们推出了小份菜，以满足顾客
吃好剩少的需求。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我们
应当共同行动，将文明用餐牢记
心间，做厉行节约的推动者、餐
桌文明的维护者、绿色生活的践
行者。

外卖年夜饭，送一份平安给亲人
本报评论员 陈 莉

春节临近，年夜饭成了市民
关注的事情。记者采访了解到，
受疫情影响，今年很多市民主动
退掉了堂食年夜饭订单。不少饭
店推出了可外送或自取的外卖
年夜饭。在外卖年夜饭订单中，
市民更偏爱低价、小份的年夜饭
套餐。
（据1月23日《沧州晚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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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沧州晚报》报道，1月22
日，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出
台。法律明确规定，饲养犬只，不
仅要按照规定申请登记，还要定
期给犬只接种疫苗。最重要的
是，出门遛狗，必须牵绳。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喜好。有
喜欢养狗的人，就有不喜欢养狗
的人。你家的宠物狗被你视作

“家人”“儿子”“心肝宝贝”，但对
于其他人而言，它就是一条狗，
一条会咬人的狗。

一些人对狗的恐惧，源于小

时候被咬的经历；一些人对狗避
而远之，是因为他们对狗毛生理
性过敏；还有一些人不喜欢狗，
是因为他们对狗粪遍地的现象
深恶痛绝。

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养狗者
过激的言行，加剧了养狗者和不
养狗的人之间的矛盾。遍地乱跑
的宠物狗与人争空间，显然是不
被允许的。

如果你真爱你的狗，请牵好
手中的绳。这不仅是为了保护
人，也是为了保护你的狗。

遛狗，请牵绳！
向 霞

莫让建筑成“城市伤疤”
潘 晔

外形像肝脏的大剧院、形状
像“巨人接吻”的娱乐设施、“山
寨”国外城堡的酒店……近日，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清华大学等
机构的专家学者评选的2020年
度“中国十大丑陋建筑”，引发社
会广泛关注。

“丑”建筑形态怪诞、尺度失
调、立意低俗，被网民吐槽“辣眼
睛”“败胃口”。一些地方斥巨资
打造的城市地标，更是被网友吐
槽为“破坏城市风貌”，对城市居
民形成了“视觉污染”。

除了对其外形的吐槽，人们
也在质疑：这些丑陋建筑是如何
顺利通过审批的？

一些建筑形式夸张、造价不
菲，是对资源的严重浪费。

消费升级，审美也要升级。
建筑为城市服务，也要为社会传
递正面的影响。我们希望，能有
更多“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
建筑成为城市名片。

人生活在城市中，是城市记
忆的见证者。建筑是生活的容
器，理应接受公众审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