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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评■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于
今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其中规定，学生旅客凭相关证
件，每学年（10 月 1 日至次年 9 月 30 日）任意时间可购买家
庭居住地至院校（实习地点）所在地之间 4 次单程的学生优
惠票。

点 评：

学生票优惠取消时间限制，是服务方式和工作思路
的改变，体现了执行政策的灵活性，背后是为民意识的彰
显。服务群众永远在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学生票
优惠的时间限制取消了，其他方面还可以继续完善，其他
群体的出行质量还可以继续提高。去年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人大代表焦新安在接受采访时建议，推动“12306”购
票网站、App 与学信网互联互通，提高学生票优惠幅度，
增加学生票优惠次数，取消学生票乘车区间限制。期待
有关方面根据实际，不断推出更多优质便捷的服务，让群
众出行之路更通畅。 （据《河北日报》）

光阴流转，兔年春节进入倒计时，一年一度“春运大片”
也随之拉开了帷幕。阖家团圆不仅是国人的期盼，也是延
绵千年的“年味儿”。疫情防控政策进一步优化调整之下，返
乡探亲或是反向过年，“流动的中国”都充满了年味。

点 评：

奔驰前行的高铁拉近了时空距离，也承载了百姓的寄
托。提质升级的“陆地航母”、不断织密的铁路网、人性化
的服务保障既是国家繁荣昌盛的最好写照，也是人们对美
好生活向往的缩影。万水千山挡不住团聚的热切，人潮涌
动阻隔不了亲情的相拥。相信在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年味儿”如期而至，游子平安到家。
（据《光明日报》）

“几百亩地，一棵都没收，全都被霍霍没了，一颗不剩
了”，1 月 1 日，网曝湖北省潜江市竹根滩镇一种植户的几
百亩白菜全被附近村民开车偷采，引发关注。

点 评：

据报道，湖北省潜江市一男子发视频称在竹根滩镇种
的几百亩白菜，全都被附近村民偷采，有的甚至开车来偷。
关于此事的具体真相，还需要由当地的警方来给出权威结
论。但结合已有的信息看，将此事单纯归咎为一些村民目
无法纪，不惮于到他人菜地抢菜，似乎仍有讨论空间。当
前，农村的规模化种植现象增多，尤其一些地方还引入了外
地承包商。在乡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如何避免因为村民
产权观念和法律意识不足所放大的行为偏差及其带来的矛
盾纠纷，的确成为一个越来越需要注意的问题，这也是提
升农村“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

（据《法治日报》）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智能电视机大多内嵌了多套不
兼容的会员体系，哪怕充了一个会员、再充一个会员，可能
你仍然无法看到你想看的所有影视内容？

点 评：

电视在提供越来越丰富的娱乐功能的同时，也正在
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据报道，智能电
视主要有三种场景让消费者陷入“套娃式充会员”的陷
阱，让人“一充再充”。相对于一二十年前来说，现在电视
的受众已经明显减少，除了一些老年人还在通过看电视
来打发时间外，年轻群体已经不再将看电视作为主要的
消遣活动。如果智能电视复杂的会员制度再愈发影响用
户体验，不仅所谓的智能电视最后只能用作一块大型电
子显示屏，甚至连电视机都可能沦为一件家庭装饰品。
对于电视厂商来说，这无异于竭泽而渔。若是会员的分
类太多，充值的“套路”太多，用户的钱包不够用了，信任
也就会被随之削减。

（据《四川日报》）

春运开启把“年味儿”带回家

几百亩白菜被偷光？
别只怪“法不责众”

“套娃式”会员陷阱频出
别让电视机沦为充值窗口

学生票优惠取消时限是暖心之举

这两天，一篇《赤脚医生打赢一场逆
风局》的博文在网上热传。在作者讲述
中，当城市中的不少人还窝在家里与奥
密克戎变异株作斗争的时候，在不少农
村地区，诊所里的四件套“抗病毒+抗生
素+地塞米松（激素）+退烧药”一出，病
毒就节节败退，农村感染得以顺利过峰，
而且是“静悄悄”的。最后作者陈情总结
到，“赤脚医生功不可没，凭一己之力扛
下了所有”“用他们的自己的经验学说，
成功打赢了一场逆风局”。

撇开专业的医学解释，单从常识上来
说，前述博文的内容就站不住脚。且不
说，疫情三年来，赤脚医生的四件套从未
出现在任何一个版本的官方指南中，而
且，你该不会真的以为，一线城市三甲医
院的诊疗水平要低于乡村诊所的医生
吧。赤脚医生“四件套”走天下，有没有可
能是储备物品短缺和应对手段受限下的

无奈之选呢？农村疫情静悄悄，有没有可
能是其根本没“被看见”“被听见”，而并非
没有发生？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一个明显
存在漏洞的文章何以俘获者众？

自始至终，在整个抗疫的叙事中，农
村本就一直缺席，居住在农村的近 5 亿人
具体而微的抗疫状态和需求大多时候处
于沉默状态。农村为何在舆论场中“沉
默”“缺席”则是另一个复杂的话题。但
就现实来说，正是这种“沉默”“缺席”，为
对此场域的书写提供了空间，当然也包
括“赤脚医生逆风翻盘”。

也有观点指出，“赤脚医生逆风翻
盘”的帖文，算不得严肃新闻，“成不了气
候”也不用太过担心。的确，这类个人属
性明显的内容是不够“严肃”，但就其提
供的情绪价值等来说，其传播力和影响
力似不容低估，社交媒体上“应声者众”
即是一例。这类有悖客观真实的内容及

情绪的传播，遮蔽了农村防疫的困境，也
不利于让聚焦于此的注意力继续保持专
注，其轻佻的语态以及潜意识里的轻敌，
一定程度上折损了社会重新凝聚的抗疫
共识，尤其是对农村防疫这个需要补齐
的薄弱板块而言。

眼下，年关临近。随着更多人回到
老家与亲人团聚，农村防疫也将迎来新
一 轮 考 验 ，远 没 到 可 以 掉 以 轻 心 的 时
候。我们应抢抓当下这个极短的窗口
期，加快相应药品物资及医疗器械等的
储备，做好做足应对预案。农村防疫，我
们还是要严阵以待，不妨在制度及物资
等方面多留一些“冗余”。

对于“赤脚医生赢麻了”之类的叙
事，大可一笑了之，切不可被带偏了防
疫节奏。而消减不同场域的信息不对
称，或能让我们在众声喧嚣中更多保持
清醒。 （据《光明日报》）

农村防疫不能被“赤脚医生赢麻了”带偏节奏

U 型场地等 5 条冬奥“同款”赛道向
公众开放；打造全新的滑雪公园，为滑雪
爱好者增添“娱雪”乐趣求……北京冬奥
会后的第一个雪季，河北省张家口市全面
提升冰雪旅游产品和服务，持续放大冬
奥效应。

以冰雪为媒，因冰雪而兴。北京冬
奥会后，做好冬奥遗产的后续利用是河
北省面临的重要课题。冬奥场馆是冬
奥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冬奥会后开
展 冰 雪 运 动 、激 活 冰 雪 资 源 的 重 要 载
体。近日，河北省加快推进后奥运经济
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张家口赛区竞赛场馆后续利用总
体 方 案》，提 出 推 动 冬 奥 竞 赛 场 馆 高
效、可持续利用，推动冰雪运动实现新
发展。

北京冬奥会向世界奉献了一届简约、
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冬奥场馆因赛而
建，办赛是场馆的“本职工作”，后续利用
也与体育赛事密不可分。

冬 奥 成 果 ，人 民 共 享 。 鼓 励 大 众
参与，推动全民健身发展，是冬奥场馆
赛 后 利 用 的 题 中 应 有 之 义 。 2022 年 8
月 ，全 国“ 全 民 健 身 日 ”主 题 示 范 活 动
暨河北省“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启动
仪式在张家口崇礼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举行。

北京冬奥会的精彩落幕，也是冬奥遗
产利用的全新开端。此次总体方案的出
台，让后冬奥时期张家口赛区场馆的后续
利用迈出了全新步伐。展望未来，用好用
活冬奥遗产，一定能让我国冰雪事业不断
迸发新的活力。

（据人民网）

今年国家医保谈判将于1月5日至1月
8 日进行，“灵魂砍价”将重现，医保药品
目录也将进行调整。医保报销关乎百姓
的健康与千家万户的“钱袋子”，但因各
地报销政策不同，同样的药品目前在不
同城市间还存在“a 报销差”，部分药品报
销差距巨大，甚至催生了特有的“医保移
民”现象。

近年来，国家医保谈判大幅“砍价”
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双通道”（定
点医院和定点药店两个渠道）机制打通
了谈判药品落地“最后一公里”，这些举
措均受到社会好评。不过，公众特别是
很多患者，对医保报销制度改革仍有更
多期待，比如，希望在新一轮医保谈判
展开之际，医保的“报销差”问题能够引
起重视。

医保“报销差”，是指同一个检查、同
一种药品、同一种治疗，在不同地区能否
报销、报销比例有差距甚至差距较大。
也就是说，即便某些药品被纳入医保目
录和“双通道”后已大幅降低了个人负
担，但如果患者身处报销比例低的地区，
个人仍可能面临较高的支出。这种现象
不仅存在于发达省份与欠发达省份之
间，也出现在同一省份的不同城市间，这
容易让报销比例偏低地区的患者有不公
平感。

时下，公众对“公平医保”的诉求越来
越强烈，期待有关方面以问题为导向，进
一步加快推进相关改革和举措，不断增强
公众健康医疗方面的获得感，啃下那些难
啃的“硬骨头”。

（据《工人日报》）

读懂公众关于缩小
医保“报销差”的期待

用好冬奥场馆
续写精彩篇章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 1 月 5 日
在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举行会
谈，就所谓扩大经济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
达成共识，其实就是要在半导体、生物科
技、人工智能等重要技术领域强化对中国
及俄罗斯等国的出口限制，拉帮结派推动

“脱钩断链”。不管有什么样的借口，这在
世界自由贸易史上都属于倒退行为。日
美将军事安保同盟体系克隆到经贸领域，
以“贸易立国”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日本应
该掂量好轻重。

会谈后，西村康稔还在美国智库“战
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了一
个演讲。他明确说，“民主大国”在 20 多
年前犯了一个错误，以为让中国和俄罗斯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深经济相互依存就
会给世界带来和平，这“显然是幻想”。他
表示，“专制国家”会凭借经济增长增强实
力，“提高地缘政治风险”。

这个流传于西方“民科”界的浅薄观
点，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的嘴里郑重其事
地说出来，让人感觉十分别扭。以渲染

“威胁”为己任的美西方国家安全部门负
责人说这些话倒不太奇怪，但到了 2023
年，一个贸易大国的经济产业大臣对世界
自由贸易的认知仍然停留在“铁幕演说”
发表的时期，是一种魔幻的倒退。顺着他
的逻辑，竟然是要在世界贸易中打造新的

“经贸铁幕”。我们只能说，他们不是 20
多年前犯了一个错误，而是今天正在犯下
一个巨大的历史性错误，在分裂、分割这
个好不容易由经济全球化更加紧密联系
的世界。

说实话，日本有时候让人有点看不
懂。中国连续 15 年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
伙伴，与中国的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的
20%以上。这不是某些政客喜不喜欢的问
题，而是涉及大量日本国民切身利益的问

题。因此，当华盛顿施压日本要求它配合
跟进对中国的遏制打压，日本感到为难是
正常的，在一些问题上也相对克制。但在
有些问题上，日本又突然表现得很积极主
动，甚至比华盛顿还激进。这种在国家战
略上的不成熟、不稳定，使得日本难以实
现它一直孜孜以求的“政治大国”目标，也
让周边国家不放心。

美国的对华战略已成阳谋，它在致
力于编织一个封锁、限制中国发展的外
部网络，首先从同盟体系做起，日本是其
中重要的一环，但从根本上讲是被工具
化利用了。当然，日本在中美之间有着
自己的盘算，事实上也有着一定的主动
作为空间。

日本需要把目光放长远一些，不要放
弃中日友好合作的努力，更不能把中日关
系往对立对抗的方向上推。看待中国发
展不能钻进牛角尖，换个角度，中国发展

就不是压力而是对日本的机会。日本也
好美国也好，无论谁都阻止不了中国的强
大，强大后的中国更希望与大家和平友好
共处，互利合作的机会将更多。现在有些
日本人怀有恐惧感，好像中国强大后要收
拾日本，因此妄想阻断、破坏中国发展，这
是一个有着严重后果的误判，尤其值得日
本社会警惕，避免出现预言自证的最糟糕
情形。

不可否认，美国主导下搞的一些动
作，不断地释放出干扰的信号，给中国发
展以及全球贸易添乱。但实际上的影响
远没有他们制造的表面声势大。因为违
背经济规律、市场原则的事情，即使下再
大的力气强推，也是不可持续的。日本
首相岸田文雄将于 1 月 13 日访美并与拜
登会晤，我们希望，日美领导人的格局能
超越 5 日两国部长级会谈所展现出来的
水平。 （据《环球时报》）

打造“经贸铁幕”？日本别又犯糊涂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根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高质
量发展、夯实国家安全基础，都离不开农
业发展。近日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提出，要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
升行动，抓紧制定实施方案。

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超
1.37 万亿斤，连续 8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
以上。但粮食安全这根弦，绝不能因为
粮食连年丰收而有所松懈。从供给端来
看，粮食生产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从需
求端来看，经济增长、人口增加、生活水
平提高必将带来粮食需求持续刚性上
涨。因此，端牢端稳饭碗，仍然要在提高
粮食综合生产力上下功夫。新增千亿斤
产能，粮食主产区自然是主力，粮食主销
区、产销平衡区同样不能缺席，要饭碗一

起端、责任一起扛。
确保粮食安全，要抓好耕地和种子

“两大要害”。在耕地方面，要牢牢守住
耕地红线，千方百计扩大种粮面积，挖掘
抛荒山垄田、冬闲田、边坡地等土地潜
力，推广再生稻等种植模式，向空间和时
间要产量；要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
田，不断提高粮食单产与自然灾害应对
能力。在种子方面，要深入实施种业振
兴行动，培育推广一批高产优质、多抗广
适的突破性新品种，把当家品种牢牢攥
在自己手里。同时，要强化农业装备支
撑，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面，加速推
进农业机械化，让良种、良法、良机与良
田有机结合。

农民务农种粮和地方重农抓粮，是

必须提高的“两大积极性”。提高粮食产
量，关键在于让农户感到种粮有保障、有
赚头。因此，应当持续提高耕地地力补
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稻谷最低
收购价等稳粮惠农政策力度，不断提高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广度与深度，尤其要
大力推广粮食完全成本保险与种植收入
保 险 ，让 种 粮 农 户 有 保 障 更 安 心 。 同
时，探索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延伸粮
食产业链，让种粮农户可以有更多附加
值收入。

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计划，不仅是
农民的事，更需要科技创新、资金投入、
公共服务等多方面发力；不仅是粮食主
产区的事，更需要粮食主销区、产销平衡
区协同发力，共同为国家粮食安全挺膺
担当。 (据《人民日报》）

饭碗一起端 责任一起扛

近日，在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龙村镇云溪村幼童小欢
欢被拐事件中，办案民警循线追踪，跨越 4 省 2500 多公里
抓获嫌犯，仅用 3 天时间成功解救被拐女童的努力赢得交
口称赞。

点 评：

为了让更多家庭免遭离散之苦，为了让更多幼童重
新感受温暖，打拐民警一直在用专业的态度、不停歇的
脚步，默默地奔波在守护千万家庭团圆的路上。让家庭
团圆的责任在肩、愿天下无拐的使命在前。帮助被拐孩
子家庭团圆的信念是每一个打拐民警心头的一团火。
面对时间跨度长、地域跨度大、寻人线索庞杂的现实，打
拐民警总是不厌其烦地在海量、模糊的信息中寻找蛛丝
马迹，在北上南下、西去东来的奔忙中领着孩子走上回
家的路。在国家的持续推动、现代技术手段的不断加持
下，打拐寻亲正在“提速”，为更多破碎家庭带来了团圆
的希望。

打拐民警的工作虽然平凡，但值得所有人的最大敬
意，向守护家庭团圆的无名英雄致敬！（据《中国妇女报》）

打拐民警用心用情守护家庭团圆

据报道，近年来，部分年轻人中出现一种怪现象，即购买诸如止咳糖浆等药物用于“提神醒脑”等非医疗目的。专业人士
指出，此类药物含有可刺激中枢神经成分，反复大量使用可能会形成依赖，严重威胁身心健康安全。

“是药三分毒”，无论是对药品还是对用药，人们都应该有足够的敬畏，这是个专业活儿、技术活儿，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
不可逆的伤害甚至引发更严重的病情。对保证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而言，用药指导是不可少的一环。对此，家长、学校、药店等
都应该引起重视，提高警惕并及时进行引导。 （据《工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