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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过度诊疗，还须管理精细化
□ 汪昌莲

近日，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

局联合印发通知，将在2020年7月至

2021 年 6 月，开展“公立医疗机构经

济管理年”活动，提出规范医疗服务

行为，严禁超范围使用药品和耗材、

无指征入院或过度诊疗等问题。业

内人士普遍认为，“经济管理年”活动

有助于解决长期存在的医疗资源浪

费、过度医疗用药问题。（7月 15日

《经济参考报》）

不可否认，当前公立医疗机构

面临多重挑战，业务收入普遍下降、

经济管理短板突出。特别是，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以来，公立医院业务量、

业务收入普遍下降了20%。由此，也

导致过度诊疗、超范围使用药品耗材

等问题有所抬头。根据某权威网站

在线调查，有 47.4%的网友都表示曾

经有过度医疗经历，只有 15.8%的网

友 表 示 没 有 遇 到 过 度 医 疗 ，还 有

36.8%的网友疑似有遇到。基于此，

我国将开展“公立医疗机构经济管理

年”活动，重点整治医疗资源浪费、过

度医疗用药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大多

数医院，特别是公立医院，医院及医

生收入的主要来源，很大程度上是靠

“卖处方”，这势必会倒逼医生开“大

处方”，多卖药，卖贵药。除了开“大

处方”，一些医生为病人进行过度检

查和过度诊疗，过度使用医疗耗材，

而滥用抗生素是常见的手段之一，也

使现代医疗走入了“治病必用抗生

素”的怪圈。

事实上，无论是多开药、开贵

药，还是增加检查项目和次数，亦或

是在患者体内滥用医疗器械，均是一

些医院和医生敛财惯用的伎俩。而

过度诊疗的种种花样，均出自医生开

出的“大处方”。有人将“大处方”现

象，归结于医生职业操守缺失，有人

在“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上找原因，

这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医

疗卫生部门对医院和医生开处方监

管的缺失。

可见，治理过度诊疗，还须管理

精细化。保障医院生存与发展，引导

和鼓励医生通过技术吃饭，不仅需要

政府大幅增加对公共医疗的投入，更

需要有力的监管制度护航。医疗卫生

部门一方面要建立保护“小处方”的激

励机制，控制过度诊疗服务，在保证医

疗质量的前提下努力降低成本；另一

方面要完善对“大处方”的监管机制，

切断医生和药品、耗材之间的利益链，

促进合理用药和耗材，科学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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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直播带货成了直播带“祸”
非常道

“救教育”就是在“救香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在

出席香港教育高峰论坛时表示，已要求教育局局

长制订计划，全面在各学校开展有关宪法、基本

法、《国歌条例》、香港国安法教育。孩子是香港

的未来，“救教育”就是在“救香港”。香港的教育

乱象如不刹住，香港的政治乱象将无休无止。无

论是政府，还是社会，不管是家长，还是亲朋，都

绝不可能容忍一些人把校园作为“极端思想”的

“温床”和“黑暴”的“训练基地”，都绝不会任由

一小撮“港独”分子把孩子作为棋子和筹码。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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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一生，应该珍惜的三样东西
第一，珍惜读书带给你的快乐；第二，珍惜

工作带给你的安全感；第三，珍惜努力带给你的

成就感。勤劳一日，便可得一夜安眠。认真努力

地工作，汇集起来就是你安全感的来源。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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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彪

热点冷评

一个生源卖6万
危及教育根本

□ 钱夙伟

近段时间，

各 大 电 商 平

台 、短 视 频 平

台纷纷开启直

播 带 货 模 式 。

但直播带货火

热 之 时 ，一 些

主播群体为了

渲染气氛、获得收益，不惜虚假

宣传、夸大产品功效，导致直播

带货变直播带“祸”。中国消费

者协会发布的《“618”消费维权

舆情分析报告》显示，在今年

“618”电商购物节中，直播带货行业

存在产品质量货不对板，平台主播向

网民兜售“三无”产品、假冒伪劣商品

等问题。（7月15日《工人日报》）

当下，直播带货异常火爆，无论是

明星、企业家跨界试水，还是政府官员

披挂上阵，都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为其带货卖力吆喝，可以说“够拼

的”。不少商品售卖方找有关机构和

网红直播带货，不仅要支付昂贵的“坑

位费”，而且因低价出售还可能赔钱，

即使这样也要硬着头皮做直播。

直播带货火热背后，其实各种

“坑”也频频暴露出来，一些“直播带

货”似乎成了“直播带祸”。诚如

《“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披

露，中国消协在监测期内共收集到了

有关“直播带货”类负面信息超过 11

万条。“槽点”主要集中在：直播带货

商家未能充分履行证照信息公示义

务；部分主播特别是“明星主播”，在

直播带货的过程中涉嫌存在宣传产

品功效或使用极限词等违规宣传问

题；产品质量货不对板，平台主播向

网民兜售“三无”产品、假冒伪劣商品

等；直播刷粉丝数据、销售量刷单造

假；售后服务难保障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别让直播

带货成了直播带“祸”，首要问题就是

“立规矩”。6月24日，中国广告协会

发布了《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7

月 1 日正式实施。中商联媒体购物

专业委员会起草的《视频直播购物运

营和服务基本规范》和《网络购物诚

信服务体系评价指南》两项标准，也

将发布执行。据悉，国家有关部门还

将着手修订《广告法》和《电商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将直播带货纳入有法

可依的范畴。

同时，杜绝直播带“祸”相关部门

须加大监管力度，不仅要盯住商品质

量，还要加强对平台、主播和商家的

监管；不仅要查处虚假宣传、低劣产

品，还要对不良主播重拳出击，促使

直播带货步入正轨、良性发展。而对

平台来说，要完善相关规则，健全评

价体系，加强内容审核，畅通投诉渠

道，及时发现违规行为并精准处置。

直播带“祸” 王恒/漫画

记者赴湖南部分“生源大县”调查，发现民办

中职招生领域存在一条以招生贩子为纽带的灰

色利益链，以虚假招生宣传、预收学费、疑似买卖

生源等手段，将学生“人头”卖出高价，黑手重点

伸向农村初中学生。黑幕背后，是对学生价值的

盘剥。（详见本报今日12版）

据湖南省近期通报的 8 起违规违纪典型案

例，部分中职学校、初中生源学校和社会中介招

生贩子相互勾连，为了拉更多学生，“老师”们除

了蹲守校门，还发起线上攻势。他们建起 QQ

群，发红包来激励学生“拉人头”。生源“人头费”

近年来水涨船高：“一名三年制中专生，最高开到

2.6万元，一名五年制中专大专连读生，价格已开

到6万元。”

民办中职招生肆无忌惮的原因，一方面是受

利益驱动，另一方面是风险小，报名就读民办中

职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是成绩落后、家境贫困的

农村初中生。“这些农村孩子原本就是弱势群体，

他们的家庭还指望着他们好好学一门手艺改变

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最后却被忽悠到一些名不符

实的学校，遭到层层盘剥。”本是对“教育”的向

往，却不料先已加重了他们的贫困，而这样的学

校，也注定不可能让他们改变命运。

“班主任只要推荐一人入学，就能拿到 3000

到5000元介绍费。”且不说这样的老师还会有心

思教书育人，如此赚取不义之财，还有资格为人

师者吗，又会教出怎样的学生。而于学校，显然

是把教育当成了生意在做，通过“人头费”维持自

己的“生存”，也因此只会让教育质量恶性循环。

显然，无论从哪个角度，“一个生源卖 6 万”危及

的都是教育的根本。

“人头费”固然是“灰色利益链”之下的怪胎，

但监管的失职难辞其咎。如何以现代学校制度来

规范民办职业教育，同时严格阳光招生，从源头上

遏制“拉人头”乱象，有关方面显然缺乏作为。显

然，“人头费”只是表象，暴露出的是教育管理中的

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有关方面应有紧迫感，以高度

的责任意识和教育情怀，从根本上遏制“人头费”

乱象，为职业教育创造更广阔的应用需求、发展基

础和未来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