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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采购支架，更须治理滥用支架

热点冷评

■ 汪昌莲

据央视消息，今日，国家组织冠脉

支架集中招标采购报价工作结束，10

个产品拟中选，涉及 9 家企业，包含中

外企业，中选产品价格降至千元以下，

中位价700元左右。主流产品均入选，

涵盖了医院意向采购量的 70%以上。

（11月5日《新京报》）

不可否认，支架本身是好技术，但

它的使用已远超单纯的医疗技术范

畴，衍生为一个可能产生巨大经济利

益的产业。真正迷信支架的并不是患

者，而是利欲熏心的医院和医生。这

是因为，安装一个冠脉支架，患者要支

付比出厂价格高出数倍甚至十几倍的

钱，各方可从中牟利。有业内人士透

露，冠脉支架的暴利，已经超过了贩

毒，医院和医生自然选择合法地去“贩

支架”。如此语境下，国家组织冠脉支

架集中招标采购报价工作，显然是治

理“支架暴利”的有效举措。

卫健部门整治“以药养医”，要求

降低“用药收入比重”，一些公立医院

就另辟财路，提高“器械收入比重”。

比如，一个冠心病病人，体内被放了13

个支架，血管成了“钢铁长城”。问题

是，“钢铁长城”不仅加重了患者的医

疗负担，而且对其疾病也没多大益

处。要知道，同心血管疾病做斗争，最

重要的手段是改变生活方式，而不是

过度依赖支架。问题是，目前的支架

使用中，医院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

员，导致滥用支架、过度医疗伤害患

者，并进一步恶化医患关系。

好的制度，是治理滥用支架乱象

的良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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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卫健部门

一方面要建立保护“小处方”的激励机

制，另一方面要完善对“大处方”的监

管机制，切断医院、医生和药品、器械

之间的利益链，促进合理用药和器械，

科学施治。比如，引入第三方监督，通

过公正公平公开的透明机制，来管理

和检查支架的使用，是行业发展和保

护医患关系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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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短视频给未成年人带来伤害

非常道

培养基础科学人才
要从早期教育做起

日前，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在

上海闭幕。此次论坛上，数位科学家不约

而同地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性。

2001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野依良冶：

政府和科学界必须慷慨鼓励青年科学家热

爱基础学科。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迪迪埃·奎洛兹则：科学无国界，必须在

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上投入足够的力量，这

要从早期教育做起。 @新华网

微声音

你有多自律，就有多自由

每个人心中都有渴望的世界，而自律

就是那把可以开启的钥匙。唯有能做到自

律的人，才可能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

越自律，才能越有主导权。短时间或

许看不出来，但是时间一长，几个月乃至几

年，自律的人和不自律的人终将走上不同

的道路。但自律，归根到底，是一场自己与

自己的博弈。你有多自律，就有多自由。

@人民日报

网络评比，为何越评越“寂寞”？
■ 吴昊

时事乱炖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严控评比政策落

地，基层各种达标表彰评比活动已明显减

少。不过，“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目

前，各种网络评比活动依然不少，有的地方

通过各种形式要求基层公务员参与，甚至

还发通知要求投票、点赞。一些企业也屡

屡收到通知，要求赞助、参加并不情愿的评

比排名，苦不堪言。（11月4日新华网）

泛滥的网络评比，给基层带来不小困

扰。一方面，让基层每天“打卡、点赞、转

发”，耗时耗力。一些单位不仅要求个人投

票，还分派任务，要求发动身边人一起投

票，并且要截图、截屏，纳入考核，令基层干

部为难不已。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参评单

位来说，不仅要为自己拉票，如果票数不

够，还得进行“网络刷票”。有的企业为了

“讨好”上级部门，还需要花钱“赞助”，从而

也滋生了形式主义和虚假作风。

网络评比，其初衷在于通过网上互动，

让更多人参与评选，既能收集民意，也能广

泛宣传，本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但如今，一

些网络评比就像“脱缰的野马”，逐渐跑偏了

方向，不仅让基层感到费时费力，也因为“病

毒式”的传播，让更多人讨厌，以至于越评越

“寂寞”，成为了人人避之不及的“包袱”。

网络评比因为有了刷票而显失公允，

也因为其过于泛滥而显得有些“鸡肋”。如

果将网络评比纳入考核，则那些通过刷票

而取得高分的成绩，显然不合理。如果不

纳入考核，对于判断一项工作是否“得民

心”也就毫无价值可言。那么这样的评比

无非是评个热闹，并没有实际作用。

为此，网络评比还需“冷静”。专家认

为，现阶段有必要对一些评比项目加强源

头管控，强化过程监管，做好规范和引导，

提高评比活动质量。但笔者觉得，除此之

外，还得从效果导向给网络评比“降降

温”。一方面，如果真是为了开展评比，不

妨委托第三方中立机构开展专业的评价评

估，这样的结果相对于网络评比更加准确

高效。网络宣传不能因噎废食，具有趣味

性、互动性的网络评比活动也要规范开展。

随着移动网络和智

能终端的发展与普及，短

视频用户呈现出不断攀

升的趋势，在未成年人的

网络使用中也越来越火

爆。这也给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工作带来更大挑

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

心发布的《中小学生短视频使用特点及其保

护》调查报告显示，近七成未成年人使用过短

视频，经常使用短视频的未成年人不足一

成。（11月5日《中国青年报》）

不必讳言，伴随着短视频的红火以及用

户不断攀升的趋势，未成年人接触短视频的

概率也大大增加。尽管短视频为网络时代的

未成年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平台，但不容忽视

的是，其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比如，多数未

成年人认为使用短视频后对自己的学习、生活

习惯、消费行为、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存在一

些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时间管理变差。

短视频之于青少年，有着独特的意义

和价值。也正因此，如何趋利避害当引起

重视。毕竟，青少年无论行为习惯还是价

值观的形成，均难免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

响，因此如何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需

引起重视。

短视频虽短，但监管不能“短”，平台责任

更不能“短”。一方面政府监管不能疲软。在

短视频平台监管和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上，只

有政策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配套措施来有

效提升政府的监管和服务能力，对违反法规的

行为，更须依法介入，坚决打击。

另一方面，强化行业自我监管很有必

要。《未成年人保护法》将于2021年6月1日起

施行，其中就专门增设了“网络保护”，网络游

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

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

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

能。所以，相关互联网企业当增强法律意识

与社会责任担当，规范自身行为。

除去有力监管，也应在提升未成年人网

络媒介素养上多下功夫。我国青少年在互联

网使用中存在网络素养不均衡、网络创新能力

较弱的问题。对此，构建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

体系亟待引起重视，这就需要汇聚政府和社会

各界力量，形成全员育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当然，成年人也应担负起责任。尤其要

在数字时代生活方式上给未成年人做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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