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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北京市最高气温达 33 摄氏度。在北京市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北京信创园项目现场，防

水工人正顶着烈日，在距离地面约 16米深的基坑内进行

动火作业。“每隔一个小时，我们得歇上 10 到 20 分钟，一

天下来得喝掉 6 升多的水。”工人们说。在炎热的夏天，

工人们挥汗如雨，为城市建设贡献着力量。

（本报记者 赵琛 白至洁 陈子蕴）

实拍高温下的动火作业实拍高温下的动火作业

密薪制，蜜糖还是砒霜？密薪制，蜜糖还是砒霜？

有人说，密薪制是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有人说，过度

强调密薪制，容易出现员工薪酬倒挂现象，甚至会成为

某些企业领导用来维系“小圈子”的筹码。目前我国法

律并没有针对薪酬保密制度的明确规定，但工小妹认

为，企业实行密薪制，应以规则透明为前提，充分保障

员工知情权，同时不能过度夸大“泄密”的后果，以此随

意处置员工。

（本报记者贺少成 付子晴 史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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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vlog | 消博会8号馆里的真“香”体
验：国货精品看不够！》

专业观众开放日的第一天，第二届消博会 8 号馆内

热闹非凡。在理象国的展台，可以试吃现场制作的美食；

在美团的展台，观众可以戴上 VR 眼镜，踩着单车体验实

景骑行的感受……国货精品展区是第二届消博会新设立

的展区，不仅展示国内消费精品、老字号产品，还有传统

手工艺等各类体验活动。

（本报记者 梁玉栋 赵琛 苏墨 北梦原 赖书闻）

“表演的第一关是真诚”“表演的第一关是真诚”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演员于和伟：不必想“破圈”，只要认真
一定会被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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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博会8号馆里的体验

7 月 25 日~26 日，首届北京文化论坛举行。演员于

和伟在论坛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表演的第一关是

真诚，包括对作品、对人物的感情要真诚，这是不应该被

丢失的原则。创作《觉醒年代》这样的历史剧时不去想

它如何‘破圈’，也不去想会有多少年轻人喜欢，而是想

怎么样还原真实，怎么样尊重历史，这是我们的创作原

则。”于和伟说。 （本报记者 吴凡 陶稳）

据近日《法治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打开汽车后备厢、出售各种小商品……后

备厢经济在一些地方红火起来，其中有人

利用业余时间增加收入，有的是初次创业

的年轻人。专家分析，疫情影响下部分年

轻人的自我救济，是近来后备厢经济火爆

的原因之一，同时，参与者是否属于无证经

营、是否会隐藏食品安全问题等，也引发一

定争议。

从经济学意义上看，人们的消费模式、

消费观念的变革，与一定社会生产力和文化

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后备厢经济是一种特

殊的跳蚤市场，或者说是一种零工经济，大

体是由地摊经济演变而来，后备厢和地铺、

推车只是不同载体而已。这种自发生长起

来的经营模式的红火，体现出在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下，部分个体经营者主动求变、拓展

生存空间的努力。不仅如此，不少地方的后

备厢经济被赋予了社交和文化意义，从一个

侧面反映出时下社会消费转型升级的趋势

和走向。

于消费者而言，被后备厢摊位吸引的并

不仅仅是各色商品，更多是热闹的市场氛围

以及悠闲的消费体验，逛后备厢摊位成为一

些人欢度休闲时光的别样选择；于经营者而

言，有人摆摊也不单纯只是为售卖商品，有

人是为线上线下店铺带货攒人气，有人出售

自制甜点、手工杯花等寻找生活的乐趣，还

有人尝试以商品为载体寻觅志趣相投的朋

友……可以说，摊主身份的年轻化、经营诉

求的多元化，买卖双方更注重参与感与体验

感等一系列因素，构成了后备厢经济不同于

传统地摊经济的显著特点，让这一消费场景

有了更多的烟火气息和时尚味道。

在一些地方，目前后备厢经济仍存在无

证、占道经营以及噪声烟尘污染、商品质量安

全等问题，但是，顺应且呵护民间自发的市场

力量，对后备厢经济发展给予积极引导和规

范，正在成为不少地方的共识。一些地方主

动为后备厢集市提供经营场地、做商业推广，

同时为经营者设置持有健康证、经营许可证

等准入门槛，对经营范围和时段等做出明确

规定等。引导、规范后备厢经济有序发展，避

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各地相关部门正在

实践中摸索、积累着经验。

如果理顺后备厢经济的发展模式，其或

可成为各地夜经济的一种延伸，甚至可以发

挥磁石效应，成为区域特色文旅名片，丰富

百姓业余生活，助力提升城市形象与魅力。

入夏以来，一些地方尝试在旅游景区开启

“夜游季”，除设有后备厢市集外，还定期举

办户外音乐会、播放露天电影等活动，受到

游客及市民欢迎。类似的探索和经验值得

更多地方借鉴。

伴随着盛夏的晚风，后备厢经济渐渐成

为一些地方提升城市服务功能、恢复市场活

力、激发消费潜力的一种撬动力量。期待更

多地方能找到后备厢经济的正确打开方式，

呵护好这份民间自发生长起来的市场模式，

为社会治理积蓄更大智慧与能量。

呵护后备厢经济健康发展，为社会治理积蓄智慧与能量
本报评论员 韩韫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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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牛皮癣”

把防晒产品的真相拿出来“晒晒”

摊主身份的年轻化、经营诉求的
多元化，买卖双方更注重参与感与体
验感等一系列因素，构成了后备厢经
济不同于传统地摊经济的显著特点，
让这一消费场景有了更多的烟火气
息和时尚味道。引导、规范后备厢经
济有序发展，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
乱”，各地相关部门正在实践中摸索、
积累着经验。

据《海南特区报》报道，在日常出行时，越来越多的
市民选择扫码使用共享单车。但是，以前粘贴在电线
杆和围墙上的小广告逐渐“转移”到共享单车上，其中
除了不少商业广告外，还有诸如驾照买分、办假证等涉
嫌违法交易的宣传。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牛皮癣”小广告都是不少
地方城市环境治理的老大难问题。如今，此类现象得
到了有效遏制，但小广告也出现了纸张越来越小、越来
越难撕、载体越来越多等新特点。将小广告被粘贴在
共享单车车体上，一些人看准的无疑是共享单车使用
频率高、获利机会多。移动“牛皮癣”的出现，一方面影
响城市形象和人们的出行体验，另一方面可能助推一
些违法犯罪行为，比如有人将诈骗二维码直接覆盖到
车辆二维码上“李代桃僵”。治理小广告，或许是一项
长期工程，有关方面要提醒公众谨防上当受骗，公众也
应行动起来，更积极主动地铲除类似小广告，不给其生
存空间。 赵春青/图 嘉湖/文

何勇海

防晒衣、防晒伞、防晒帽、防晒口罩、遮阳

镜……这些抵御紫外线的“防晒利器”能将人

们“武装”得严严实实。但最近，有不少网友

爆料，原本价格仅为百元上下的防晒服，有国

产品牌将单件价格拉到了近 1500 元。动辄

上千元，走起黑科技风、商务风的“天价”防晒

衣，防晒效果真的有商家宣传的那么厉害

吗？（见 7月 26日《武汉晚报》）

对于“天价”防晒衣的质疑，不是新鲜

事。有业内人士介绍，一些商家为迎合消费

者爱美的心理，会打出“晒不黑”“暴晒不黑”

等宣传语。实际上，防晒产品主要是为防晒

伤，而非防晒黑。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除非在

太阳底下长时间工作、活动，否则晒伤的概率

并不高。此前，有多位博主对相关产品进行

过防晒性能测评，结果显示，各品牌防晒力度

都差不多。在投诉平台，还有不少消费者投

诉一些产品“防晒效果差”等。

对于诸多防晒用品宣称采用了“黑科

技”“高科技”，人们同样将信将疑。比如，不

少品牌在其防晒衣的产品详情页中，均宣称

采用了纳米防晒纤维、冷凝钛、暮光防晒技

术等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防晒面料。甚至有

商家宣称，其防晒服的面料中含有玻尿酸、

木糖醇等成分，“防晒更润肤”，穿在身上可

以将体感温度降低。然而，对于消费者来

说，一款产品是否真正采用了某种高科技技

术、专利技术，并不好辨别，往往只能是商家

说什么是什么。

基于此，不少防晒用品被贴上了“智商

税”的标签，但这并不影响一些消费者的防晒

需求。随着“黑科技”越来越多，防晒产品价

格越来越高，很多年轻女性的“防晒焦虑”越

来越盛，也时常被诸如“怎样才能买到一件好

的防晒服”“黑科技真的像商家描述的那么神

奇吗”“物理防晒都是同一个效果，有必要买

那么贵的产品吗”等问题所困扰。

从这个角度上说，相关部门不防督促各

路厂商把防晒产品的真相和成本拿出来“晒

晒”。一者，应广泛普及防晒产品的相关常

识。比如根据国家标准，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 40，且紫外线透过率小于 5%，才可

称为“防紫外线产品”；二者，应对防晒产品的

质量进行常态监督检查，看看相关产品宣传

是否存在夸大、虚假成分，及时公之于众。三

者，对防晒产品到底有无“黑科技”“高科技”，

这些科技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应进行科学权

威的解读。公开透明的努力不仅能够纾解人

们的“防晒焦虑”，而且能够让人们买得放心、

用得开心，这对商家来说也是好事。

当然，商家也需意识到，消费者对防晒产

品的需求提升打开了防晒市场，但总是抱着

割韭菜的思路去营销，恐怕早晚会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徐建辉

日前，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发布了《关

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2025 年底

前，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提高到 70%以

上，异地就医备案规范便捷，基本实现医保报

销线上线下都能跨省通办。

医保是老百姓的看病钱，守护好医保制

度就是守护广大参保人的“救命钱”。任何时

候，医保工作都应持续改进、优化、提升，更好

的担起民生使命，给每个参保人带来更多保

障和实惠。

为实现这一目标，医保应尽可能扩大

保障范围、提升保障能力，尤其是急患者之

所急，将更多患病群体急需的治疗药物和

费用纳入医保。同时，应通过集采、“灵魂

砍价”等行之有效的方式把昂贵药品的价

格降下去。

近年来这方面的努力和成效有目共睹。

不少过去极贵的抗癌药和罕见病用药逐步纳

入了医保，实现了大幅甚至是断崖式降价。

比如过去动辄上万元的心脏支架，如今价格

已经降至数百元不等。更多药品入医保、大

降价，对于众多正在遭受病痛和药费双重折

磨的患者和家庭，特别是那些“等药续命”的

重症患者，无疑是莫大的福音。

除了保障水平、报销额度这些“硬实力”，

医保还应在诸如报备、报销手续和结算程序

等“软件”上不断优化提速，给参保人带来更

加便捷、高效的保障体验。

譬如在人们关注的异地就医医保使用

和结算问题上，应加强“全国一盘棋”的统

筹管理和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切实打通

不同地区和医疗机构之间的系统性壁垒，

进一步推动医保事项跨省市和线上线下通

办，尽快实现公众期盼的医保使用“一网

通”和“全国通”。

上述通知明确提出了医保异地使用和结

算的“时间表”及“路线图”，确定了医保异地

使用结算的下一步工作目标，推出了不少惠

民举措，这些都让人欣喜和欣慰。

比如，通知提出，今后跨省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的医疗费用，原则上执行就医地规

定的支付范围及有关规定，同时执行参保

地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起付标准、支

付比例、最高支付限额、门诊慢特病病种范

围等有关政策。也就是说，患者从其它地

区到医疗资源比较发达的城市就医，原则

上可以与当地患者享受同等支付范围，同

时能按照参保地的报销政策进行结算。这

对异地就医患者来说，是一种利好。

此外，对于参保人异地就医的备案有效期

限规定，通知进行了大幅“松绑”。通知明确今

后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可以“一次备案、半

年有效”，只要在备案有效期内可在就医地多

次就诊并享受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

医保一小步、民生一大步，医保连着千家

万户，其在政策制度上的每一次调整、优化都

会让诸多百姓受益。未来，期待持续深化的

基本医疗保险改革措施，能够早日促成“一保

行天下”，持续提升群众异地就医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异地就医结算升级版是民生新利好

孔德淇

据澎湃新闻网等媒体报道，日前，

湖南邵阳学院花费近 2000万元，引进 23
名菲律宾亚当森大学博士一事，引发舆

论关注。湖南省教育厅对此作出回应：

邵阳学院没有结合学院发展实际科学

制订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在博士人才引

进等方面存在不当做法，已责成纠正不

当做法。

博士学历速成，俨然是一种揠苗

助长。据媒体披露，亚当森大学系菲

律宾当地一所私立高校，其学历可以

“买卖”——学校对申请者没有外语成

绩要求，学生每周上几节网课，平时作

业和论文可由中介联系代写……众所

周知，博士学位的含金量之所以高，与

读博期间需阅读大量文献资料、发表

若干高质量论文的艰辛过程有很大关

系，而上述读博堪称“闭眼过”，其培养

质量可想而知。

事实上，一些境外高校“学历速成”

已野蛮生长多时。有网友梳理了一些“速

成项目”——不少学校采取线上授课，一

些学校甚至不需要撰写毕业论文……

一些地方普通院校热衷于引进“水

博士”的重要原因在于，难以引进国内的

博士人才，从而不得不采取“变通”之法，

内部选拔一批拥有硕士学历的教师前往

国外读取博士，“提高教师队伍中博士学

历的比例，对以后升级为大学、申请硕士

点都有帮助”。

可见，学校如此为之，实际上是把学

历提升当成了装饰学校门面的饰品，变

成了一场“利”字当头的交易。这么做不

仅对办学品质提升没有帮助，而且会造

成资金浪费，有损学校形象。

当然，“学历速成”也暴露出一些高

校面临的发展焦虑。师资中的博士比

例，直接影响高校学位点的取得，课题项

目的申报、评估、考核，反过来又影响科

研经费和发展质量。这也是涉事高校要

“冒天下之大不韪”，批量培养“注水博

士”的原因。

这也提醒有关方面，整治“学历速

成”，除了严字当头，严把高校培养关、

严守认证审查门、严打弄虚作假风外，

还需调整思路，优化相关评估活动，让

各具特色、各美其美成为高校发展的风

向标，切实转变唯学历用人的导向，让

教师和高校都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发

展路径。

“学历速成”
背后的高校发展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