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次就医，需要分别排队缴
纳挂号、检查、取药等费用，占用
患者大量时间……《工人日报》记
者近日采访发现，为解决传统医
疗服务流程中医疗付费不够集约
高效问题，广东省深圳市、珠海市、
广州市等地试行“信用就医”，实现
先诊治后缴费，使得就医时间缩减
约40%。（8月8日《工人日报》）

在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情
况下，推行“信用就医”正当其时，

它既简化了就医手续，缓解了患
者的经济压力，又可以拉近医患
距离，促进医患互信。“信用就医”
在广东珠海、深圳、广州等地顺利
实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俗话说：“医者父母心”，医院
对患者不仅要尽职尽责，还要像
父母照料孩子一样给予关爱，这
就需要患者看得起病，有机会享
有优质的医疗服务。“信用就医”
让患者不用反复排队划价缴费，

而是在完成诊疗离开医院时一并
结算，既能保证患者及时就医，又
能给患者家属足够的筹钱时间。
能够有效地缓解市民看病难、看
病贵的问题，使医院实现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信用就医”是医患互信的
“双向奔赴”。它需要正义力量去
支撑，也需要制度和机制的呵护，
真正做到让守信者得实惠。各地
在试行“信用就医”过程中，要充

分发挥“信用”的作用，建立个人
信用评估机制，并将享受过“先诊
治后缴费”服务模式的患者，纳入
个人征信信息化管理，对能够按
时结清医疗费用的患者，实行下
次就诊手续简化、费用减免等一
系列优惠措施。对恶意拖欠医疗
费用的纳入“黑名单”，建立黑名
单管理制度，若出现恶意欠费的
情形，医院可上传黑名单数据，暂
停该参保人“信用就医”资格。

信用就医 医患互信的“双向奔赴”

◇付 彪

◇张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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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广阔

近年来，在医药反腐力度持续加大的背景下，医院院长、书记

成为被“盯紧”的对象，特别是今年开年以来，反腐风暴越刮越

劲。在持续高压打击态势下，已经有一批医院“一把手”和重点岗

位人员陆续落马。结合媒体此前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已

有至少159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这其中，不乏一些基层医院

的书记、院长出现“小官巨贪”现象。(8月8日中国新闻网）

◇关育兵

医疗领域存在的商业贿赂，早
已成了痼疾，且花样翻新。如有的
企业以“科研费用”“赞助费用”为
名，虚抬药品价格、流通环节虚假
交易等方式套取资金，进行商业贿
赂，相比直接给付回扣，更为隐蔽，
也更难查处。权钱交易“不留痕”
等，成了近年来商业贿赂案件的一
大特点。

随着对商业贿赂案件查处力
度不断加大，一些医药企业虽有所
收敛，但并没有停止行贿的不法行
动，而是变得更加隐蔽。医疗卫生
领域腐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背
后原因较为复杂，第一，以药养医
痼疾还没有根除。第二，药品器械
采购不够公开透明。第三，药价虚
高，药品到患者手中要经多道关
卡，每一关都需“公关费”打点等。
医药领域腐败，不仅影响社会风
气，腐蚀干部队伍，还破坏了药品

安全屏障，威胁到公众健康和生命
安全。它导致了部分医生更多地
开高价药或辅助类药品，造成一些
质量无法得到保证的产品进入市
场，延误患者得到有效的治疗，或
出现过度医疗等。

针对医疗腐败，要优化监管手
段，提升监管效能，要让医疗领域
商业贿赂无所遁形。要健全完善
相关制度，要让医疗卫生领域充
分市场化，改变垄断局面。要加
大决策透明力度，医药分离，改变
院长大权独揽的局面，实行民主
决策。对于具体的商业贿赂行
为，要加大对涉事企业的惩罚力
度，提高违法成本，要让行受贿犯
罪同罪同罚。要让医药反腐风暴
来得更猛烈些，不能只是“一阵
风”，而要长久持续地刮下去，通
过常态化、长效化治理，根除医药
领域腐败“顽疾”。

医药反腐风暴不能只是“一阵风”
戴先任

日前，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当下“95后”

“00后”大学毕业生就业观更为理
性务实，曾经“北上广深”是不少
大学毕业生的向往之地，如今越
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回乡就业，
非一线城市、基层就业成了他们
的新选择。（8月8日中国新闻网）

调查发现，虽然不同性别、不
同生源地的应届本科生返乡就业
情况有所不同，但近五届在外地
求学的应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返

乡就业的比例呈上升趋势。2022
届本科生返乡就业的比例较
2018届提升了4个百分点。

双向选择已成为大学生就业
的基本原则，它有利于人才的流
动，有利于市场对人才资源的分
配，但双向选择也不可避免地会
造成基层人才的缺乏。因此，国
家和相关部门鼓励和倡导大学生
到基层、返乡就业。

大学生返乡就业有利于家乡
发展，能为基层带回更多人才，为

不同地区均衡发展提供更多动
力。据调查显示，大学生返乡就
业，能够和亲人相聚，能在熟悉的
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加之生活成本
远低于大城市，有益于提高大学生
的就业满意度。其就业满意度为
78%，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7%。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要吸引大学生返乡就业，除了情
感感召外，要提高地方的经济发
展水平，搞好发展环境。大学毕
业生返乡就业意愿与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有较大关系。家乡所在地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就业机会和
发展空间越大，生活环境越好，对
大学毕业生的返乡就业吸引力也
就越大。要吸引大学生返乡就
业，还需要打造公平公正的就业
环境和发展空间。

基层广阔，大有可为。大学
生返乡就业，亦需要根据家乡的
发展实际，有意识、有针对性地提
高自己的能力和本领，才能在返
乡就业中得到更好的发展。

大学生返乡就业大有可为大学生返乡就业大有可为

8日晚，工信部发布组织开展移动互联网应
用程序备案工作的通知，从9月起组织开展APP
备案工作。在10个月的备案过渡期后，网络接入
服务提供者、应用分发平台、智能终端生产企业不
得为未履行备案手续的 APP 提供网络接入、分
发、预置等服务。（8月9日中国新闻网）

手机APP诸多乱象，并不只是行为本身侵权
违法，而是这些违规行为本身成为应用程序市场
推广与营利的手段，这与APP缺乏必要的准入门
槛有关。因此，对APP实行备案管理，对于规范
APP 十分必要，有利于从源头上防范乱象的发
生。此次工信部门组织开展APP备案工作，10个
月的备案过渡期，相当于给目前在运营的所有
APP都过一遍“筛子”，除杂去芜。同时，通过备案
工作，确立起 APP 市场“准入门槛”，为新的 APP
开发设置起“优生”关口。 （木须虫）

规范APP从备案管理做起

8月9日上午，四川雅安雨城
区鱼鳞坝，十余名游客拍照打卡时
遇涨水多人被冲走。涉水人员中7
人遇难、4人获救，当地公安、消防
等部门持续开展搜救。（8月10日
《新京报》）

网红打卡点，何以成了悲剧发
生地？游客自然是麻痹大意了，但
安全管理漏洞同样不容忽视。以
该事件为例，事发前一天，当地就
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
警，附近拉起了警戒线，现场也有

人劝离，但都没用。据报道，事发
地有多个鱼鳞状半圆形状水坝，
湍急的河水没过水坝，会形成独
特的流水景观。尽管它不是旅游
景点，却已成为事实上的“野生网
红打卡点”。

探究悲剧发生的原因，当地有
关部门对该“野生网红景点”重视
力度不够，没有配置足够的管理力
量，导致游客对风险估计不足。网
络平台或自媒体对人们到危险地
带打卡负有鼓动责任。近日，有记

者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搜索，许多
分享文不少标题带有“小众”“无人
区”等标签，这些地方变成了“野泳
好地方”“不允许还有人没去过这
个地方”；甚至还有分享文表示“赶
上台风导致水量暴涨，水流湍急，更
加刺激好玩”。很多未开发区域，虽
然不是景区，但在网红打卡属性的
加持下，也具有了景区一样的“引
流”属性，吸引了一些游客前往玩耍
打卡，无形中放大了安全风险。

因此，避免“网红打卡点”成悲

剧发生地，各地要落实好属地管理
责任，全面摸排辖区内的“野生网
红打卡点”，落实安全监管和防范
措施。尤其是汛期、台风期、寒暑
假和节假日旅游高峰期等重点时
段，要前置应急救援力量和救援装
备，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有关社交平台要切实尽到
安全提醒和审核义务，不能无视风
险胡乱推荐。游客自身也要增强
安全意识，不要轻信网络推荐，不
在风险面前心存侥幸。

避免“网红打卡点”成悲剧发生地

8月6日15时58分，何女士从广
东拨打青海海西州110报警，说她的
母亲等一行8人从广东自驾，去青海
火星营地游玩，被困在无人区，失去
联系已经28个小时……海西州和茫
崖市多警联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经
过18小时艰苦搜救，最终将一家8口
全部安全救回。（8月10日《武汉晚报》）

该事经媒体报道后，有人为获救
的人庆幸，有人为搜救队伍点赞，但
更多网友却表达了质疑和愤怒。因
为这家人的任性，也让搜救队员陷入
可能的危险当中。很多网友据此提
出，此次搜救费用，应由该获救家庭
承担。

网友们的质疑和愤怒可以理
解。这8名远道而来的游客，确实

“任性”。比如他们开普通的商务车
在无人区越野行驶；他们既没携带无
人区必备的卫星电话，也没带够应急
物资。

我们在为这家人获救庆幸的同
时，也要认真思考网友提出的问题：
对于救援任性游客所产生的救援费
用，如何追偿？笔者认为，由被救助

游客承担全部或者部分救援费用合
情合理，也符合国家相关的法律规
定。同时，此举可对那些潜在的冒险
者具有警示作用，让更多人能够主动
约束自己的冒险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规定，
“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
助后，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
用”“旅游者违反安全警示规定，或者
对国家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暂时限制
旅游活动的措施、安全防范和应急处
置措施不予配合的，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

近年来，为遏制任性旅游行为，
国内许多地区和景区也纷纷出台了
有偿救援规定。例如，《四川省登山
管理办法》规定驴友自付救援费；黄
山规定救援费根据实际产生和消耗
确定等。各地也出现了一些法律支
持由任性游客承担相关搜救费用的
具体案例。

这意味着，对任性游客该救援救
援，该追偿追偿的局面正在形成，这
既体现了对生命可贵的最大尊重，也
能有效遏制任性旅游行为。

任性旅游需担责

刘军刘军 绘绘

医药领域的腐败，是全链条
的体系性腐败，它催高了医疗器
械、药品的采购价格，不仅让患
者承受了高价药、高价检查的负
担，也败坏了医疗服务行业风
气，令社会深恶痛绝。

“回扣”是维系医药领域全
链条腐败的利益纽带，整治医疗
领域腐败，“回扣”是无法绕过的
问题，它不仅涉及具有医疗器
械、药品采购权的“关键少数”，
还涉及有处方权医生的“多数骨
干”，通过“回扣”左右医生开方
选择，完成了药品的末端销售。

风暴之下，对医疗机构医务
人员收受“回扣”开展清理清查
十分必要，有利于从整体上正风
肃纪，修复医疗执业环境。与此
同时，一些医疗机构主动开启自
查自纠，倒查“不合理取酬”，并出
台更严厉的措施，监控防范医务
人员与医药代表不正当接触以及
利益输送，展示了积极的姿态。

不过，医疗机构的自查自
纠，有切肤之痛的可见掣肘，人
们不免担心止于“一退了之”，自

罚三杯，流入“法不责众”的运动
式整治窠臼。的确，医疗领域治
理腐败，牵一发而动全身，既要治
理腐败，也必须防止给医疗秩序
带来冲击、引发动荡。因此，对于
主动清退“回扣”的医务人员，从
轻发落，既往不咎，也不失为一种
策略。但也应看到，医疗中的“回
扣”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根
源还是监督惩治的缺失，缺乏应
有的约束和威慑，形成不了回扣

“不敢收”“不能收”的环境。
可见，整治医疗领域中的

“回扣”，自查清理与惩治预防不
可偏废，既要通过自查清理，引
导大多数医务人员廓清过往，回
归“红线”，也要从严从重查处一
批医务人员非法收受“回扣”的
典型案例，惩前毖后，形成震
慑。更关键的，还需要通过整
治，建立健全医疗机构从业人员
相关审批权力的监督约束、执纪
惩治的制度机制，支起带电的高
压线，营造医疗服务行业对“回
扣”零容忍的环境，真正让医疗
回归初心。

倒查“回扣”别止于“一退了之”
房清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