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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庞振煦

侦办案件、调解纠纷、治安巡防……民

警工作忙，大家都知道，可究竟有多忙？杭

州萧山区市北派出所教导员马松苗给了这

样一个数据：目前，派出所民警大多数工作

状态是三天一个通宵班，熬完通宵第二天

还要照常上班，算下来大多数民警一年有

4个月在熬通宵。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不

少民警待在派出所的时间甚至比待在家里

还长。

如何让民警在“第二个家”里安心工

作、幸福生活？杭州不少派出所从衣食住

行各方面入手，打造温馨警营。近日，记者

走进杭州多家基层派出所，探营他们的警

营生活。

市北派出所是公安部授予的一级公安

派出所，今年2月刚搬入新营房，软硬件标

准化建设在杭州乃至全省都属一流。“我们

所条件还不错。”该所民警告诉记者，所里

住宿基本是两个人一个标间，所里还在工

作、生活方面制定了“SRS”管理规范，比如

房间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不能放置多余

物品等，“办案结束后常常是凌晨两三点

了，这时到干净的宿舍里好好躺上一会儿，

真是放松”。

拱墅区祥符派出所民警的宿舍条件

也不赖，管理更严格。“未婚单身民警统一

住集体宿舍，每晚10点都要点到。”所长

陈金达说，一些刚入所的新警对此表示不

解，怎么管得比学校里还严？“警察作为纪

律部队，有严格的纪律，在完善住宿条件

的同时也要做好管理，维护好警队形象。”

目前，该所住所民警12人、辅警4人，分

为4个小组，由小组长负责各小组的点到

提醒。

吃是不少派出所重点做好的后勤

保障项目。“蜀黍吃饱饱，抓坏人。”每

天，富阳区城西派出所食堂老板陈晓

芬都要在每日菜单后写句留言，鼓励

鼓励民警。城西派出所是富阳接警量

最多的派出所之一，管辖范围横跨城

郊，有时出个警需要半天。“民警出警

后，回来常常过了饭点。”教导员成鲁

军说，为了让大伙吃好饭，所里让有经

营餐馆经验的陈晓芬入驻派出所食

堂，不仅饭菜更香了，还供应早餐。“这

里的饭菜落胃，吃着舒服。”正在就餐

的民警夸赞道。

记者走访的几家派出所全都推出了

“1元夜宵”，“这是为夜班执勤人员提供的

特殊服务。”马松苗说，就是要让民警饿了

有饭吃。而在江干区四季青派出所内，一

家24小时不打烊的咖啡吧成了不少民警

休闲的好去处，“有幸福感爆棚的感觉。”正

在品咖啡的民警这样告诉记者，咖啡吧向

派出所夜班执勤人员供应夜宵，还能现场

制作美味点心。

如何让民警在工作之余适当放松，派

出所也是费了不少心思：祥符派出所的休

息室配备了游戏机、台球桌，甚至还养了两

只大蜥蜴；城西派出所的休息室走雅致风，

配备完整的笔墨纸砚，让民警随时可以挥

毫泼墨……

新华社 柯高阳 董小红 陈弘毅

成都市民熊女士的儿子今年9岁，上

学期开学后发现看黑板有点模糊，她带孩

子去了一家近视矫正机构治疗，按摩、中医

理疗、转动眼球练习等各种“恢复训练”进

行了半年，到医院一查，孩子已是近300度

的真性近视。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场上各类近视矫

正机构众多，一些机构打着“轻松摘镜”“恢

复视力”等宣传口号，收费动辄上万元，不仅

成效甚微，有的还对孩子视力造成损害。

矫正后近视不降反升

记者在重庆南开中学附近发现，不到

500米的范围内就有6家近视矫正机构，

分别冠以视力恢复中心、视力养护中心、视

力提升中心等名号。

记者走进其中一家，一店员在未了解

孩子近视度数、真假近视等信息的情况下

便拿出一款视力训练仪大力推销：“这是我

们的二代产品，采用最新高科技，保证管

用。”仪器的包装显示，该产品“可有效恢复

青少年视力”。

市场上，“60天轻松摘镜”“按摩一个

疗程，让你视力快速恢复”等机构和产品

的宣传让人眼花缭乱，各类治疗方法更是

五花八门，包括针灸、烟熏、理疗、佩戴电

疗仪等。

矫正视力的整个疗程通常价格不

菲。成都一家矫正中心称，如果想让孩子

摆脱近视，至少需2至3个疗程，总花费近

2万元。

此外，矫正产品价格混乱。在重庆三

峡广场附近的一家视力恢复体验中心，店

员拿出一款视力恢复仪说：“这是我们的二

代产品，全国统一零售价3580元。”而就在

300米外的另一家视力矫正中心，完全相

同的仪器换了包装后定价变成了 1480

元。记者在淘宝搜索发现，同款视力恢复

仪的价格在100多元到800元不等。

花了这么多钱效果如何？多位眼科医

生表示，不少家长听信各种非正规机构治

疗近视的方法，耽误了矫正孩子近视的最

佳窗口期。

“我上午门诊刚看了两个小学生，上课

看不清，做了所谓理疗、电磁治疗、按摩治

疗刺激穴位等，结果现在一查都成真性近

视了。”福州东南眼科医院副院长夏江胜

说，其中一位患者治疗了3个月，花了1万

多元，但新学期一查近视200多度了。

多数机构缺乏诊疗资质

多位眼科医生介绍，近视分为真性近

视和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以通过自我

调节、药物辅助治疗等方式部分提升甚至

恢复到原来视力水平。而一旦被确诊为

真性近视，则属于“不可逆”。真性近视的

度数是不会减少的，但可以通过佩戴框架

眼镜、辅助药物治疗等方法预防进一步加

剧。夏江胜表示，所谓“根治真性近视”

“降低真性近视度数”等说法不符合医学

常识。

“在正规医院，医生首先会对孩子的视

力进行全面检查，然后根据检查结果对假

性近视和真性近视不同情况提出建议。”陆

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眼科近视防控中心副

主任唐颖说。

业内人士介绍，近视矫正属于眼科诊

疗范围，正规眼科诊疗机构除了需要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营业执照，还应获得

卫生部门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医疗器械经营

许可证》，相关从业人员也应掌握相应的视

光专业知识。

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监管

处副处长方平原说，近视矫正机构使用和

销售的近视矫正仪器如果宣称有诊疗效

果，应按二类医疗器械标准纳入管理。

在重庆沙坪坝小学附近的一家视力康

复中心，当记者问店内是否有专业背景的

医师时，工作人员先是吞吞吐吐，最后表示

自己“曾在郑州参加过视光科学培训”。至

于店内的视力恢复仪是否有医疗器械相关

许可，工作人员称还需向店长了解。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视力矫正机构只

是在工商登记注册，缺少诊疗资质和专业

人员。“我们只是卖按摩产品，又不是医院，

不需要眼科医生。”成都一家近视治疗机构

的工作人员说。

应提高资质门槛

目前，一些矫正机构从业人员素质良

莠不齐。重庆爱尔眼科医院副主任医师任

仕为说，人社部门规定，眼镜验光员需要取

得职业技能鉴定证书持证上岗，但这主要

适用于眼镜店的验光配镜人员，对从事视

力矫正诊疗的人员应该制定更高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部门对近视矫正

机构的监管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据了

解，工商部门一般负责机构的注册经营、广

告宣传等，医疗执业许可、从业人员资质和

医疗器械准入则分别由卫生、人社和食药

监部门负责。相关部门各管一块，一些不

正规的机构如果没有主动在卫生和食药监

部门备案，便脱离了监管视野。

专家建议，工商、卫生和食药监等相关

部门应联合加强执法，明确视力矫正机构

的行业标准，依法查处不规范宣传和违规

经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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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轻松摘镜”动辄花数万元，结果近视不降反升

住宿有标间，食堂有夜宵，甚至还有咖啡吧
从优待警就在这些细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