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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同一个检查检验项目，不同
省份价格相差几倍；到医院开几个检查，
动辄上千元……这样的经历让一些患者
直呼“检查检验太贵了！”为回应这一群众
关切问题，国家医保局近日统一部署各省
开展医疗服务价格规范治理，推动一些量
大价高的检查检验项目合理下调价格，减
轻患者看病就医负担。

看病就医，事关人民健康、事关民生
福祉。检查检验是诊断和治疗的基础，
检查检验项目是医疗服务的重要组成部
分。推动一些量大价高的检查检验项目
价格下调，是提升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
的重要举措。据报道，全国各省普遍有
2000 多个检查检验项目，有些项目的价
格在不同地区差异很大，比如评估凝血
功能的血栓弹力图试验，有的 360 元/次，
有的只要 100 元/次。这背后的原因主要

是一些检验试剂或设备的采购成本虚
高，导致了“一地区一价”“一医院一价”

“一方法一价”。高昂的检查检验费用
增加了患者看病就医负担，影响其接受
治疗的意愿，降低对医疗服务的整体满
意度。

推动量大价高的检查检验项目降
价，是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要求，是
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的迫切需要。此次医
保部门聚焦地区价格差异大、采购成本差
异大、费用占比高的检验项目，选取血栓
弹力图试验等 4 个检验项目开展第一批
价格规范治理。国家医保局根据医用耗
材集中带量采购降价情况，结合不同地区
价格比较情况，分析检验项目的试剂、设
备采购成本，统计各省检验项目价格的中
位数、众数等具有代表性、指导性的水
平，提供给各省作为开展本地价格治理

的参考锚点。按照部署要求，现行价格
高于预期目标价的，将直接下调至预期
目标价附近。这些举措保证了这 4 个检
验项目降价降得合理，价格能够真正降
得下去。初步测算，单个项目平均降价
超 40 元，直接减轻了患者和医保基金的
负担。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公立
医疗机构的收入主要靠药品差价、医用
耗材差价和医疗服务费用。随着药品耗
材集中带量采购、取消药品加成、取消医
用耗材加成等措施落地见效，公立医疗机
构对医疗服务收入的依赖程度逐年加
深。降低量大价高的检查检验项目价格，
为调整优化医疗服务价格腾出了空间、提
供了条件。国家医保局明确，降低检查检
验价格腾出的费用空间，指导符合调价的
省份按一定比例用于护理、门诊、手术等

项目价格的专项调整优化，也为支持满
足临床急需的高水平真创新留出费用空
间，让更多新技术、新设备、新耗材加快
进入临床应用，让医疗科技造福于民。降
低量大价高的检查检验项目价格，提升医
务人员的技术价值、劳务价值，能够促进
医务人员更加注重服务质量提高，推动
医疗服务由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和
服务改善型转变，从而更好地保障群众
健康。

降低量大价高的检查检验项目价
格，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
的一项制度安排。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
作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推
动制度政策落实落细落好，必能切实维护
群众医疗保障权益，推动改革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据《北京青年报》）

近日，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实验小学一位家长向记者
反映，孩子班主任在家校交流群发通知催缴医保，称“马上
给孩子买了，否则学校要求停课，给没买的开家长会”。随
后，记者联系当地教体局，工作人员称学校的做法错误，将
对此进行调查。

点 评：

根据《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学校给予学生停
课惩戒的前提，是学生违规违纪情节严重或者影响恶劣。
不买医保显然不在这一范畴内，停课威胁于法于理不合。
某些学校的教师为何要做一些违背法规的事，主要原因是
受到上面摊派任务的压力。近年来，一些地方把“挟孩子
以令家长”当成工作良方，将包括医保催缴在内的多种非
教育类事务推进校园，把多种非教育指标压在教师头上。
如此一来，学校难成教育净土，教师在琐碎事务中无法专
心授课，影响教学质量，有时采取了偏激做法，导致家校关
系紧张。

让教师专注于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需要各方共同发
力。要明确学校的职责，落实进校园“白名单”，避免不合
理的任务分摊。实在需要学校协助的工作，也应分清主
次责任，讲究方式方法，控制频率数量，以不妨碍正常教学
秩序、不过度分散教师精力为前提，为学校教学营造良好
氛围。 （据《福建日报》）

近日，多条关于“外卖骑手带着患儿送外卖”的短视频
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引发关注。随后，相关外卖平台官
方账号发布声明表示，经多方查证并联系出镜人员沟通核
实，这些视频均为虚假摆拍，与事实严重不符。

点 评：

外卖骑手为何会被一些无良博主、网红盯上，进而成
为他们假扮的对象？这一方面与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群
体数量庞大、贴近生活、模仿门槛低有关。另一方面，是因
为外卖骑手工作辛苦，还时常面临被投诉等风险，更容易
博得公众的关注和同情。

针对卖惨营销乱象，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整治行动，
同时还应进行常态化打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仅要查
处卖惨的博主、网红，还要严查其背后的黑灰产业链。短
视频平台也应严格把关，加强管理，畅通相关投诉举报渠
道，不给造假者钻营的机会，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据《扬子晚报》）

近日，有考生在 2025 年考研网上报名时发现，辽宁抚
顺报考点禁止使用海马体照片作为准考证照片。据媒体
报道，这一规定是因为使用海马体照片可能会影响考试及
后续入学时的身份核验。除了辽宁抚顺报考点外，中国传
媒大学报考点也发布了类似的公告，提醒考生不要使用海
马体照片。

点 评：

如今，很多人为了追求美观，拍摄精致的证件照片并
进行适度精修几乎成了一种习惯，海马体照相馆因此受很
多人的欢迎足以说明问题。但这些经过特定软件或技术
处理的照片，如果控制不当或处理过头，往往会过度美化，
有时甚至会改变被摄影者原有的面部细节。因此，这种照
片虽然可以给被摄影者带来审美上的享受，但也潜藏着身
份认证存疑的问题。

考研是严肃的选拔性考试，从报名环节就体现出其严
谨性，需要考生提供真实、清晰、未经过度修饰的照片，以
便准确识别考生身份。使用过度修饰的照片可能会掩盖
考生的真实面貌，给后续的考试和审核环节带来不必要的
麻烦。考研考的是真才实学，不是参加选美比赛，一张漂
亮的证件照，并不是什么加分项，别为此影响了考研这样
的人生大事。 （据《钱江晚报》）

一年一度的“双 11”购物节正在火热
进行，各大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层出不
穷。但不少消费者反映一些商品在“双
11”前价格波动异常，活动期间，部分商
品价格较平时不降反升。本应“优惠看
得见”的购物节，却让一些消费者有了被
愚弄的感觉。

在商家的促销吆喝声中，你以为的
最低价很可能只是平价，甚至是高价。
变幻无常并叠加一些优惠算法的低价游
戏已经成了电商促销的惯用套路，而这
种套路越是在促销旺季表现就越明显。
如何有效遏制电商促销价乱象、维护消
费者的权益？“股价走势图”或许是一个
可供参考的监管思路。

不少商家结合优惠券的发放，频繁
更改价格，甚至达到了每隔两三天就变
一回价格，或一天数次改价的程度，且没
有价格留痕，真是“乱价渐欲迷人眼”，让

消费者云里雾里。如果消费者不对某商
家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进行长时间关
注，那么，就难以全面掌握价格信息，难
以对商家的所谓低价进行判断和比对。

显然，消费者的难点、堵点、痛点在
于不了解商家一段时间以来相关商品的
真 实 价 格 走 势 ，其 实 这 也 是 监 管 的 难
点。根据股市交易规则，每一家上市公
司的股票都有“股价走势图”，清晰地记
载股价的历史点位和涨跌参数，持股者
或拟投资人对股价的变化情况以及“低
价”“高价”等信息一目了然，可将此作为
投资或交易参考，证券监管部门也可借
助“股价走势图”对上市公司以及股票交
易行为进行监管。

市场监管部门、消协、电商平台及相
关行业协会等也可借鉴“股价走势图”的
管理思路，创新监督管理方式，推出官方
版“电商价格走势图”系统，绘制“电商交

易价格曲线”，由电商负责标记发布每一
种商品或服务（含不同规格型号），提供
各种优惠之后的真实价格点位信息、变
化信息，并对每个价格点位的优惠前价
格、优惠后价格以及优惠规则进行详细
说明。

电商平台利用大数据系统，结合消
费者投诉举报对商家标记的价格信息
进行核实、管理、监督，发现商家漏标、错
标、虚假标记商品或服务价格信息，及时
干预纠正，并在平台信用系统中记录，给
予商家对应的信誉减分或降级，直至拉
入黑名单。市场监管部门则可以依托

“电商价格曲线图”加强价格监管，尤其
是加强对商家价格促销行为的监管，帮
消 费 者 排 除 价 格 欺 诈 、价 格 误 导 的

“雷”，营造更加诚信、公平、透明的消费
环境。

（据《北京青年报》）

近日，陕西榆林神木市实验中学公
示了校招教师录取名单，获聘的 47 名幸
运儿均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等一流名校。其中，“年薪 24
万至 50 万元；免费提供 120 平方米住房，
任教 6 年房子就归老师；入职教师本人子
女享受幼儿园至高中 15 年免费优质教
育，免费校餐补贴”等丰厚待遇令网友艳
羡，迅速引发热议。

近年来，名校毕业生入职中小学早
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对此，网友的心态
也在悄然发生转变：此前，这种事总会引
起关于“大材小用”“人才浪费”之类的讨
论；而现在，多数网友早已“见怪不怪”，
除了令人艳羡的丰厚待遇，很少再能引
起大家讨论的热情。

教师这个职业现在有多吃香？从教
育部发布的数据中可见一斑：我国教师

资格考试报名人数，由 2012 年的 22.9 万
人次跃升至 2023 年的 1265 万人次，10 余
年间翻了 50 多倍，屡创历史新高。当教
师职业成为大学生眼中的“香饽饽”，人
才市场上的竞争日益激烈，学历比拼也
随之水涨船高，越来越多的名校毕业生
出现在中小学，因此也就不足为奇了。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向下扎根”的名校
毕业生真正看重的是什么？

作为一种职业，教师职业不仅相对
稳定，而且拥有令人羡慕的寒暑假，这些
都是吸引年轻人加入其中的因素。除此
之外，某些地方日益激烈的“师资竞赛”，
也使不少人欣欣然而向往之。

以神木市实验中学为例，该校最高
50 万元年薪针对的是“获得省、地级市及
以上教学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或名师、
省市级劳模等荣誉，培养过清北学生，且

近年坚持在教学一线工作，教学成绩优
异的名师”。显而易见，此举旨在“掐
尖”，只不过，“掐”的不是学生，而是教
师。实际上，这也是某些新学校试图弯
道超车的常见思路——既然生源无法选
择，那就重金选聘名师，以此来实现“一
战成名”。

教育不是急功近利的事业，而是一
个润物无声的过程，不仅需要各项政策
支持，同时离不开教育工作者的长期努
力与付出。名校毕业不等于教学能力突
出，辉煌的履历也不意味着能创造辉煌
的业绩，在重金选聘教师队伍之余，当地
要做的工作显然还有很多。毕竟，招引
人才只是第一步，要想让人才干得好、留
得住，关键还在于科学的管理机制和人
才评价体系。

（据《成都商报》）

下调检查检验费用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

11 月 9 日是第 33 个全国消防日，活动主题是“全民消防、安全至上”。近年来，电动自行车电池
短路、电池不合规、使用年限超期等原因诱发的消防事故频频令人揪心。

国家消防救援局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 2.1 万起，比 2022 年增长 17.4%，其
中80%是充电时发生的，安全充电成为薄弱环节。 新华社发

防范电池
安全风险

遏制电商促销乱象需要一张“价格曲线图”

中学最高年薪50万招老师 不必迷信掐尖式教育的成功学

营 造 教 师 专 注
教书育人的氛围

假冒外卖骑手卖惨营销
早晚会翻车

证件照漂亮
但不是考试加分项

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
示，呼吁消费者理性看待互联网促销活动
和商品测评类营销信息。

近来，“第三方测评”快速兴起，许多
测评类经营主体针对某一类产品或店铺，
提供同类竞品比较分析，并出具测评意见，
有助于消费者更快比较产品的优劣势，为
购物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不过，在“第三方
测评”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
问题。下一步，要健全消费市场“第三方测
评”的管理制度，提升服务质量，加大消费
者权益保护力度，推动消费市场“第三方测
评”更趋完善，别让“种草”变搅局。

健全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消费市
场“第三方测评”管理办法，加强测评人员
实名制认证与商品信息认证。鼓励行业
协会、企业等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情况，合
理制定有关消费行业的“第三方测评”标
准指引，使测评行为更加规范。

提升服务质量，引导“第三方测评”
经营主体针对消费者反馈数据，利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测评服务流程
和内容，不断提升专业服务水平，提高测
评质量和真实性。鼓励“第三方测评”平
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测评类账号、博
主等经营主体的管理。平台也应推进“第
三方测评”治理专项行动，完善治理手段
和方式，加强对直播“种草”、在线测评等
行为的合理引导和有效管理，对违规行为
及时进行信息公示，提升“第三方测评”的
市场信任度。

加大跨部门跨地区联合执法力度，
完善消费者维权机制。及时收集、响应和
解决消费者的投诉问题，公开针对侵权行
为的处理流程和结果。建立健全消费者
集体诉讼制度，保障维权渠道畅通。经营
主体也应弘扬诚实守信的商业文化，保障
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

（据《经济日报》）

别让“种草”变搅局

“8个瑞士卷怎么分？”这两天，多个瑞
士卷相关词条冲上热搜。原来，一女子在
网上发布了一则“吃瑞士卷被老公训斥”的
视频莫名火了，“瑞士卷测试”“瑞士卷消费
降级”等内容随之井喷，莫名被“包围”的人
们开始吐槽，“这样的话题有什么可炒的”。

社交媒体时代，注意力是十分稀缺
的资源。于很多网友而言，各平台的热搜
榜可说是新闻和信息的筛选器，但若榜单
中充斥各类烂梗，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新
闻、有锐度的声音必然更难突出重围。这
已不仅是公共资源的浪费，久而久之，还
会压缩理性的空间、钝化人们的智识。

纵观网上，话题情绪越是“饱满”，观
点越是偏激，剧情越是狗血，人物越是对
立，似乎就越有流量。“眼球经济”的时代，
从广告分成到广告植入再到直播带货，都
可使流量变现。利益驱使下，一众自媒体、
营销号一哄而上，什么热就蹭什么，不惜信
口雌黄、摆拍造假，“人造热搜”大有走向
流水线生产之势。一些想分一杯羹的博
主、网友甚至媒体也被裹挟其中，充当了无
聊话题的放大器。盯着用户活跃度的平台
更是乐见其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
循环，关注参与热搜的人越多，就越无异于
把“议程设置”的权力全交给了流量。

热搜榜作为社交媒体的产品，当然不
能要求其上皆是“严肃新闻”，但当流量逻
辑大行其道，某些鸡毛狗血的小事被无限
放大，制造出不必要的情绪焦虑和矛盾冲
突、对立撕裂，就不得不加以重视了。当下
传播格局下，“媒体”的范围正在不断扩
大，而有传播就有责任。那些剑走偏锋的
社交媒体不能永远拿着商业逻辑当挡箭
牌，拿捏人性弱点赚得盆满钵满，这买卖不
仅缺德，也做不长远。时代再怎么变，媒体
形态再怎么变，一个社会所不可或缺的，皆
是有思想、有价值的优质内容。

（据《北京日报》）

警惕流量生意
绑架公共话题

近日，湖南怀化，发型师李晓华因理发技术高超走红
网络，被网友们称为“听得懂话的理发师”。邻居称，晓华
走红后也带火了周边的生意。

无论顾客提出怎样的发型需求，李晓华都能精准理解
并完美呈现，不少网友称赞“剪一个帅一个”。很多理发师
在李晓华的直播间偷偷学艺，也想靠理发技术赢得顾客青
睐。李晓华之所以走红，技术和“听得懂话”还真不是主要
因素，让顾客笑着走出理发店，才是关键。

点 评：

网络上出现过一个无可奈何的梗——没人能笑着走
出理发店。天下苦 Tony 久矣，难道都是理发师的技术不
好？肯定不是，那些被顾客吐槽的理发店，未必就是他们
的技术不好，或者是听不懂顾客的话，而是因为他们极力
地推销商品、推荐服务。

中国的超市都想学胖东来，胖东来的经验模式很容易
学到，但胖东来经营的精髓在于“永远让顾客满意”。这就
注定了，视利润高于顾客的超市，永远成不了第二个“胖东
来”。李晓华的网络热度肯定会消退，但她理发店的生意
必定会永远火下去，这是因为，李晓华不仅仅是技术好，能
听懂顾客的话，实现顾客需求，还在于她没有把挣钱置于
顾客的满意之上。真诚待客，少些算计，这才是李晓华理
发店火爆的真正原因，希望在李晓华直播间“偷艺”的和全
国所有的理发师傅，能学到这个精髓。（据《扬子晚报》）

“听得懂话的理发师”火爆
不止赢在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