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员呼吁
打造中医药博物馆

“如今，在综合性医院中，中医
门诊量所占比例逐步缩小。 ”昨天，
市政协委员张德忠用亲身经历呼
吁，打造“中部医都”，不能忽视中
医发展。

张德忠说，40 年前， 自己在一
家综合性的医院当中医，当时的中
医门诊量占到全部门诊量的半数
以上， 但前不久再去调查时发现，
这半壁江山尽失，中医门诊量的所
占比例仅 1%左右。

“像接骨等中医技术，现在几
乎要失传了。 ”张德忠说，希望能给
中医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毕竟
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遗产。

“提起中医，很多人就认为仅
仅是针灸、拔火罐，甚至有人认为
是伪科学， 主要原因在于宣传不
够。 ”市政协委员李智杰提出，市民
对中医药养生保健感兴趣，甚至不
少来到武汉的外国人都想了解中
医， 但目前武汉没有一处完备的、
专门展示中医药文化的场所。

李智杰建议，在市区规划打造
一个武汉市中医药博物馆，展示汉
派中医药文化， 设立中药标本馆、
中药传统炮制中心等，展示原汁原
味的中医药文化。 记者翟兰兰

汉派服装不能缺席
世界高端时尚品牌

昨天，市政协委员、乔万尼服
饰董事长傅杰大声疾呼：武汉虽然
是服装生产重地，但不是一个品牌
高地，高端时尚品牌不能缺席。

“你们知道吗，武汉纺织大学、
湖北美术学院、 江汉大学等高校，
每年培养近千名服装设计人才，是
全国培养设计师最多的城市，但

‘孔雀东南飞’啊，如今广深的设计
师八成都是武汉毕业的。 ”

傅杰说，武汉服装品牌时尚创
意较弱，不仅未能成为全国女装中
心，昔日知名汉派服装品牌的金字
招牌日渐暗淡，首要因素是武汉服
装经营者缺乏国际化视野，没有创
建品牌的意识和决心。 武汉到目前
还没有一个在全国真正叫得响的
国际品牌，距离时尚之都还有较大
的距离。 记者高星

昨天，政协武汉市十二届三次会议开幕，会议开始前，委员们用手机拍照留念。 记者邱焰 摄

一个关键词有 206份提案

政协委员们和出租车“杠上了”
� � � �武汉打的有多难？ 看看历年政协委员
们的提案就知道了。 在昨天的政协会议小
组讨论上，徐俊委员说起一桩“趣事”：她在
提交提案时，搜索“打的难”三个字，竟然出
现 18份提案。

徐俊介绍，这些提案中，不仅有 1998
年的，近 4 年的更多，2012 年有 6 份，2013
年也有 4份。 虽然提案标题各不相同，但关
注内容都包括了对“打的难”现象的观察、
分析和建议。

随后，记者登录政协提案查询系统，输
入“打的”，搜索结果显示出 42 份提案，搜
索“拒载”显示 30 份，搜索“出租车”竟出现
206份。 这 206份提案中，有关注出租车收
费问题的， 有建议提高出租车司机文明素
质的， 也有关于改善出租车经营环境的
……从 1994 年至今，政协委员们都在前赴
后继地为客运出租车机制的健全建言献
策。

“虽然已经有了这么多份‘打的难’提

案，但是我今年仍要关注这个问题。 ”徐俊
说，前年提了，去年提，今年还提，说明问题
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013 年，徐俊多次遭遇“打的难”，打
一次车要等 1 个多小时， 被 10 余辆车拒
载。 针对“打的难”，徐俊提出自己的建议：
一是加强调度，二是加强奖惩措施，如果遭
遇拒载、绕路的乘客主动举报，应由客管处
发放免费打的券。

记者朱蕾

“周黑鸭”建议重视食品产业知识产权

假店一度达到真店数量的 3 倍
� � � �“周黑鸭”假冒侵权门店一度达到真店
的 3 倍之多，昨天在驻地报到时，市人大代
表、 湖北周黑鸭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富
裕表示，他已写好建议案，希望武汉市能够
重视食品产业的知识产权。

周富裕此次是第一次以人大代表的身
份参加两会， 也是江岸团中最年轻的代表
之一。

“以‘周黑鸭’为例，自 2008 年就开始
的维权之路艰辛无比。 ” 周富裕说，“2009
年至 2011年期间，仅武汉地区各种假冒侵

权门店就一度达到 200 余家， 是当时真店
的 3 倍，如今，虽然历经行政举报、司法维
权、舆论监督，但武昌火车站附近依然开着
10家假店。 ”而且，由于电子商务的高速发
展， 大量假店在淘宝等电子商务平台集中
出现。

周富裕说， 目前周黑鸭在全国有近
500 家店，2013 年缴税收约 2.5 亿元，由此
可以推算出仅武昌火车站 10 家假店让国
家损失的税收一年就超过了 1000 万元，这
还不算他们因各种不规范甚至非法经营对

正规品牌所带来的隐性损失。
如果任由现在依然存在的各种侵权、

假冒在窗口地带扎堆， 任由这些急功近利
者对好不容易成长起来的品牌进行肆意的
侵害，其造成的后果将不敢想象。 所以，周
富裕呼吁， 进一步重视知识产权的相关工
作，尤其是在食品行业这种门槛较低、但又
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上， 加强知识
产权的宣传、完善与执法工作。

记者梁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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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不愿教，也不会教；高职生想教，学历又成问题

小学老师“供给市场”愈现尴尬
� � � �本科院校培养出来的本科毕业生，不
会教小学，也不愿意教小学生。 而受生源
质量影响，高职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又不能
完全胜任小学老师这个工作。

昨天，武汉市政协委员杨萌在分组讨
论中呼吁：武汉市应该尽快解决小学师资
队伍的来源问题，否则会出现“断层”。

“政协报告中提到了‘小学标准化’，目
前武汉市的小学硬件设施都没有问题。 但
软件设施，尤其是师资队伍的建设非常令
人担忧。 ”杨萌说，现在的高校在培养师范
生时，往往都是按照中学老师的要求来设

置课程。 这些本科生毕业后，不太愿意到
小学当老师。 当然，即使他们愿意去，大多
数也不懂如何教孩子，因为高校并没有按
照小学的要求去教大学生。

本科生不适合当老师，如今的专科生
又不合适。 杨萌说：“现在， 武汉市小学
90%的师资， 还是以前的中师和高职培养
出来的，真正本科生不到 10%。 因为那时
候，中师是包分配的，每年考进来的学生，
中考分数都非常高，有的学生都可以直接
进华师一的。 但是现在不包分配了，中职
和高职招进来的学生，基本都是第四批招

录的生源。 ”
杨萌举例， 以前武汉的一些小学在他

所在的学校招聘老师， 随时都可以拿出学
生来。 但现在， 100个里面难找出一个合
格的。

“如果再这样下去，等现在这一批 40
岁左右的老师退休了， 武汉市的小学老师
就断层了。 ”杨萌说，武汉市必须采取积极
有效的措施来加大小学老师的培养力度。

昨天，武汉市人大代表、武昌实验小学
校长张基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 通过
多年的观察他发现， 每年通过武汉市统一

招考进入学校的老师， 反而在教学能力上
和学校自己招聘的老师有差距。

“会考试的本科生， 不一定会教小学
生。 ”张基广说，有一年他在武汉市统一招
考中担任小学组评委， 最后得分第一名的
那位进入他所在的学校。但事实上，这名老
师的教学能力并不让人满意。

张基广说：“华师、 湖大等高校毕业的
本科生， 不愿意当小学老师。 即使到了小
学，因为学的专业不对，教不好学生。 ”

记者翁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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