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 10月 26日《广州日报》报道，近日记者调查发现
使用短视频平台的老人越来越多，除了个别老人沉迷大
额打赏外，也有不少老人被大数据精准拿捏，落入“信息
茧房”；还有老人沉迷短视频购物、过度消费，遇到了退费
和售后等各种棘手问题。

对一些老年人来说，主动“触网”，能弥补数字化鸿沟
带来的心理落差，也能缓解空巢生活的孤独感和寂寞
感。但如果过度沉浸在手机里，于身于心均无益。有人
建议可以将互联网平台既有的防沉迷系统扩大覆盖范
围，为老年人做好兜底保护，还有人建议APP要做好适老
化改造，推送更适合老年人的产品内容。这些办法都挺
好，但要从根本上解决老年人的网瘾，还是应鼓励老人多
参与线下真实社交，参加更加丰富、精彩的线下活动，让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乐趣。儿女们不妨多关注老人的
精神和情感的细微变化，像小时候父母关心自己那样，给
予老人更多精神上的关爱。很多时候，亲情和陪伴才是
更好的药方。 赵春青/图 弓长/文

据 10 月 29 日媒体报道，近日，少数地方

“即将推行按‘工龄退休’”的消息在网上传

播，引发广泛关注。山东、河北、四川等地人

社部门紧急回应：相关文章和截图内容为虚

假信息，当地严格执行国家统一规定的退休

政策，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

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重大民生政策，

事关百姓切身利益，此类政策的调整一定会

以官方文件通过正规渠道发布。一些人通过

自媒体发布未经证实的传言，违反了国家有

关互联网信息发布的相关规定，不符合重大

民生政策调整的通行做法，给部分人群带来

不必要的困扰。有关部门及时辟谣，既是对

不实传言的回应，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

一段时间以来，当国家酝酿或者调研一

些重大民生政策时，往往有人为了博眼球、蹭

流量，将未经官方证实的传言或少数专家的

个人建议，通过互联网渠道“任性”发布。有

些政策调整与很多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不实

传言很容易迷惑公众、误导公众。前不久，有

关“职工医保缴费将彻底改变”的传言在网上

传播，国家医保局出面辟谣，传言不攻自破。

所谓“推行按‘工龄退休’”的不实消息沿袭了

类似套路。此类虚假信息尽管在有关部门的

辟谣后失去了影响力，但类似事件值得我们

反思。

我们知道，凡涉及国家重大民生政策的

出台或者调整，有关方面都会进行深度调研，

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征求专家建议，凝聚社会

共识，然后，通过法定程序做出决策后公布实

施，它们不会也不可能在公众完全不知情的

情况下，突然发布或进行调整。即使先在部

分地区试点的政策，试点地区也会周密部署，

通过官方渠道发布试点方案等。如果相关政

策或立法存在一定争议，有关部门通常会多

渠道调研、协调、研究，慎重行事。

某些不实传言在网络上迷惑公众，与种

种因素相关。首先，它与公众对国家调整某

一领域相关政策的预期有关，比如，实行延迟

退休的政策酝酿了很长时间，公众十分关切，

与此相关的政策信息容易引发社会关注；医

保政策的调整关系到公众看病费用的支出

等，也极易形成舆论热点。其次，有些专家对

民生政策的个人建议，有时会与公众关切形

成“共振”，一旦被断章取义，经自媒体加工后

发布到网上，往往会给公众造成困扰。再有，

一些网民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加入转

发行列，也加剧了不实传言的传播。

这一方面说明公众对民生政策的调整高

度关注，对切身利益高度关切；另一方面也说

明有关民生政策发布的法律规定执行得不到

位，没有确保政策公布的法定化、强制性。同

时，相关部门对一些自媒体的管理还需要进

一步加强。

传播虚假民生信息的不良后果不可小

视。虚假信息一旦扩散，有可能损害政府信息

公开法律规定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干扰社会治

理的正常节奏，影响社会稳定和民生措施的调

整、落实和推进，同时也会损害公众的知情权。

谣言止于智者，但是，期待每一个人都能

秉持智者心态也不现实。防止传言、谣言兴

起，应从源头抓起，职能部门要牢牢掌握民生

政策发布的主动权，及时向社会公布重大政

策调整的进度，让公众心中有数，不给虚假信

息的传播留有空间；强化互联网信息传播的

管控，对于故意传播虚假消息的平台和个人

进行必要的惩治；引导网民不信谣、不传谣，

铲除不实信息滋生、传播的土壤。

不能让“小道消息”干扰民生政策的推进
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

职能部门要牢牢掌握民生政
策发布的主动权，及时向社会公布
重大政策调整的进度，让公众心中
有数，不给虚假信息的传播留有空
间；强化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管控，
对于故意传播虚假消息的平台和
个人进行必要的惩治；引导网民不
信谣、不传谣，铲除不实信息滋生、
传播的土壤。

沉 迷

吐槽“牙膏越来越贵”，追问的是性价比

图 说G

让谈判药更顺畅抵达患者手中

木须虫

据 10 月 30 日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近日，网约车司机额

外收取乘客空返费的话题引发关注。多位乘客反映称，在刚

上车或快到达目的地时，网约车司机会告知乘客要额外支付

返程费用，且该费用并不在打车软件内显示。

乘客该不该支付空返费？网约车收费应该如何合理定

价？

在本人看来，网约车在跨城等远距离搭载乘客时，返

程时很难拉到乘客，徒增了运营成本，要求乘客给予一定

“空返费”来补偿，有其合理性。事实上，如此考量在线下

一些租车服务中比较普遍，通常都是双方通过协商议定

“一口价”。

至于网约车的空返费，很多时候这笔费用被称为额外收

费。很明显，这是在平台正常收费算法之外增加的收费，且不

论这笔费用是否合理合规，单就司机未经事前协商、征得乘客

同意，就在服务过程中向乘客索取的行为来说，就会因缺乏公

平博弈的前提而引来质疑。加之空返费该怎么收，如今尚缺乏

客观的尺度参考，单凭司机一张嘴，显然也难让乘客信服。

不少人认为，空返费不是不可以收，而是不能变成网约

车服务收费的额外账单。这事如果任由司乘之间来谈，会

不会催生借机乱收费的土壤？空返费备受关注的原因恐怕

也在于此。

额外空返费的出现，反映出网约车运营机制还有更加科

学、精准的空间，相关计费标准和办法应该实现对更多运营场

景和情形的覆盖，更好保障司乘双方权益。

因此，将空返费纳入网约车平台的计费收费账单，即由平

台经协商制定收费办法与标准，让系统来具体执行，或许是比

较理想的办法。目前，有的平台有类似的标准，因此禁止司机

额外收取空返费，而有的平台则没有，因而显得混乱。

从长远看，网约车的服务收费应实现“一费制”，即提供网

约车服务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特殊补贴等，都由平台综合

各种因素来生成费用账单，把收费交给规则、标准和算法，从

而有效规避争议。

针对乘客被额外收取空返费的争议，监管部门需要督促

网约车平台完善网约车运营收费服务机制，一方面是加强价

格标准与收费办法的协商，兼顾好平台、司机与消费者利益；

另一方面要加快后台收费计价算法与系统的优化升级，促进

收费服务的精细化、透明化。

向飞机发动机扔硬币，
祈不来福只能招灾

付彪

据 10月 30日中国新闻网报道，最近不少

人发现，超市里卖的牙膏越来越贵。“记得过

去，牙膏最贵才十几二十元，现在的牙膏，普

遍二三十元。”有消费者吐槽。为什么两三元

的牙膏销声匿迹了？

之前，超市里动辄百元的雪糕价格刺中

消费者的钱包，被公众吐槽为“雪糕刺客”。经

过消费者“整顿”，雪糕、冰淇淋在定价与口味

创新上逐步回归理性。作为日常生活刚需的

牙膏，何以越卖越贵，甚至有成为“刺客”之势？

总体看，原因有二：一是成本上升。牙膏

的主要原材料包括摩擦剂、保湿剂、增稠剂、发

泡剂、芳香剂、添加剂等，这些原材料价格连年

增长。二是产品升级。随着一些消费者越来

越注重牙膏功效和使用体验，很多牙膏企业

纷纷主打功能牙膏，宣扬美白、抗过敏、抗糖、

清新口气等功效，牙膏变贵也就成为趋势。

此外，高端牙膏还需投入较多资金来包

装和推广，甚至邀请名人代言。从牙膏类上

市公司研报看，牙膏销售费用率普遍高达

40%左右。而高价牙膏的利润水平往往也更

高，更吸引商超销售。这些因素都是人们感

觉商超卖的牙膏越来越贵的原因。

牙膏真的越贵越好吗？专家表示，牙膏主

要成分是摩擦剂、保湿剂、表面活性剂等，一般

牙膏中都含有这些基础成分，能满足正常刷牙

需求。市场上曾出现一种声称能杀灭胃癌的

“抗幽牙膏”，每支价格上百元，最终因涉嫌虚

假宣传受到查处。可见，有些牙膏功效言过其

实，定期的口腔检查、标准的刷牙方法以及牙

线的正确使用，才是保持口腔健康的关键。

在消费升级背景下，我们需要警惕某些商

品的虚假升级。如果一些牙膏品牌进行夸大、

虚假宣传，不仅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还会影

响消费者对口腔疾病的认知，甚至耽搁诊疗。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发布的《牙膏监督管理

办法》明确规定，牙膏实行备案管理，牙膏备案

人对牙膏的质量安全和功效宣称负责。

高价牙膏的出现，值得相关行业认真研

究、反思。牙膏企业提升品牌效应、推进产品

升级的出发点很好，但重点应是以高性价比

来获利，而非将营销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更不

能以虚假宣传忽悠消费者。同时，应保持传

统牙膏的生产和销售，让消费者有选择平价

牙膏的自由。

对任何消费品牌而言，要想基业长青、成

长为可信赖的品牌，关注消费者需求、坚守产

品质量始终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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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本

据 10 月 30 日《新京报》报道，10 月 28 日

起，北京市参保人员凭协和医院、301 医院

等 17 家医院开具的外配处方，可到部分药

店购买“国谈药”，药品费用按医保规定进行

结算。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拓展参保人员

使用“国谈药”购药渠道，北京市医保局首批

选择了 17 家门诊量大、国家谈判药品需求

量大的定点医院，并遴选了距离近、具有经

营“国谈药”经验的医保定点药店，一对一开

展 363 种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

试点工作。

对医院来说，一方面，很多天价药虽然

经“灵魂砍价”后出现大幅降价，但若患者

大量使用，医保基金限额可能超标，“药占

比”等指标也会不好看。另一方面，药价比

先前降低之后，有用药要求的患者增多，医

院可能缺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药店能

供应这些药品，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上述问题，而且自身业务量也会有大幅提

升，可见“双通道”保障是化解谈判药“入院

难”的好办法。

然而，在实际中，“双通道”保障往往缺乏

必要的配合。绝大多数“国谈药”为处方药，

没有处方，药店没法销售。但医院认为开处

方要承担风险，一旦处方外流，难免出现“药

店赚钱、医院担责”现象，医院当然不愿意。

这也是很多地方“双通道”保障一直难通畅的

原因。

北京市医保局此番做法，在医院和药店

之间起到了居间说合的作用。17 家医院都

有对应的多家医保定点药店，并要求医院和

药店一对一地开展“双通道”管理。在此模式

之下，外配处方的流动将变得更加常见和有

序。方案还明确了药店供应试点医院暂时无

法配备的治疗必需谈判药，双方的权利与义

务将变得更加清晰。此番试点有望探索出一

个科学的“双通道”保障模式。

要看到，居间说合还可涉及更多内容。

在拿处方买药之外，药品的保障与使用还涉

及药事服务、药品使用等诸多问题。

比如，很多谈判药不仅需要肌肉注射或

静脉输液，而且在用药过程中，还可能出现毒

副作用，需精心观察、及时调整，部分药品的

不良反应数据还得按要求上报。仅靠自身力

量，药店显然无法完成这些工作，需要医院提

供帮助。期待双方能加强用药环节的协同协

作，探索出可供借鉴的经验。

“双通道”要通畅起来，需要医院与药

店之间的合作，相关部门居间说合很有必

要。此外，还需施加一些压力，使医院积极

提供外配处方、药店确保按时供应药品等

从“可以为”变为“必须为”。只有医院和药

店都将“双通道”保障当作应尽的责任，谈

判药品才能更顺畅地送达患者手中、用到

患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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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海宁

据 10月 30日央广网报道，据中国南

方航空官方微博通报，10 月 29 日 9 时，

南航机务人员在一架从广州飞往北京的

航班上客期间，发现有旅客往飞机投掷

硬币，立即进行安全检查，在机腹附近区

域发现两枚硬币。为确保飞行安全，南

航决定推迟起飞，对飞机开展全面检查，

最终该航班延误了 3 小时零 5 分。涉事

旅客已被机场公安机关带走配合调查。

向飞机发动机扔硬币会带来极大危

害，一旦导致发动机损伤，会造成严重安

全隐患。类似事件每每发生，工作人员

只有将投掷的硬币等异物全部清除后，

飞机才能安全起飞，注定会带来航班延

误、旅客行程被打乱等后果和损失。

一些乘客向飞机发动机扔硬币是为

了“祈福”，即祈祷安全抵达目的地。这

无疑是一种无知行为，不仅无助飞行安

全，反而会给飞行安全埋下“炸弹”。

防止这种危险行为再出现，办法之

一是不给旅客向飞机发动机投掷硬币的

机会。有专家指出，如果走廊桥的话，就

会减少这种场景出现的可能性。民航局

此前也表示，将把提升靠桥率工作从短

期整治转入常态化治理。当然，如果部

分飞机仍无法靠桥，能否在旅客登机期

间遮挡飞机发动机，不给旅客扔硬币机

会，值得考虑。这固然会增加相关成本，

但从保障飞行安全角度看是划算的。

办法之二是加大制度性惩罚力度，

使旅客不敢向飞机发动机扔硬币。目

前，对这种行为的处罚依据主要是《治安

管理处罚法》，其威慑力相对不足，很多

人也不了解其中相关规定。尽管现实中

依据该法，有掷币者被判赔 12 万元，但

仅此一例。所以，有必要为这类危险无

知行为增加违法成本，在依据现有法律

规定惩罚之外，进一步丰富惩罚和威慑

手段。一些网友提出“列入航空黑名单

‘禁乘’”的建议，或可借鉴。

还有必要加大经济惩罚力度。涉事

旅客向飞机发动机扔硬币导致推迟起飞，

给其他旅客和航空公司造成损失。航空公

司应先赔偿其他旅客，然后再向涉事旅客

统一索赔，即涉事旅客既应受到治安处罚，

又应受到赔偿性惩罚，综合惩罚力度无疑

更大，有望对其他旅客起到警示作用。此

外，要通过科普方式纠正愚昧思维，提升

个别乘客对飞行安全的科学认知水平。

向飞机发动机扔硬币，真不是一件

小事。

网约车收费之争，
还得靠规则化解

嘉湖

据10月30日澎湃新闻报道，每年9月
下旬至 10月中旬，受西北方向寒潮影响，
大批候鸟向东部沿海地区集结，沿我国海
岸线向南迁移。在这条“千年鸟道”上，山
东长岛保护区成为迁徙候鸟中途休憩驿
站。然而，记者与爱鸟人士调查发现，长岛
保护区山间遍布捕鸟网，鹰、隼等保护动物
频频触网，被活捉或丧命，一些鸟类尸体成
了食客盘中“野味”。此事被报道后，当地
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目前已立案
5起，刑拘3人、取保1人。

新闻配图中，一只触网丧命的候鸟，幼
小的躯体上缠着密密麻麻的网线，很多网
友表示“心痛”。现实中，此类事件多年屡
禁不止，令人深感无力和挫败，公众不禁要
问：保护鸟类真这么难吗？

根据报道和追踪分析可知，在这条迁
徙之路上，候鸟抵达山东半岛的上一站，是
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这
里不仅没有密布的捕鸟网，而且早在1997
年当地就颁布了《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办法》并安排工作人员长年驻
岛值班。在候鸟迁徙期，保护区管理部门
与多部门联合执法，严打偷猎等违法行
为。此外，当地还成立了红领巾爱鸟协会、
鸟类救护站等。今年，保护区加大了巡护
力度，及时追踪和救治候鸟，已监测到372
种候鸟，包括 21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总
数超过7万只，创历史新高。

然而，到了下一站，鸟儿们的命运却迥
然不同，触网丧命、被端上餐桌……总结起
来，相关地方对候鸟的保护有诸多有待改
进之处。比如，保护区形同虚设，成为候鸟
被猎杀的重灾区；对野生动物交易、吃野味
等行为管理疲软，“偷着卖”“偷着吃”成为
公开的秘密；追踪、监测等技术应用不足，
导致候鸟遭遇猎杀而监管却失明失聪、后
知后觉。

保护迁徙候鸟是一项持之以恒、全链
条协同的工作。同一条迁徙路上的候鸟，
如果上一站被精心呵护，下一站被设计屠
戮，保护的整体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对于
山东长岛长期存在的非法猎杀野生动物现
象，有关方面是未及时发现，还是熟视无
睹、视而不见，背后的工作漏洞值得追问。

其实，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
规已经很完备。2016年修订的野生动物
保护法明确禁止以网捕等方法猎捕野生动
物。刑法设立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非法狩猎罪”“非法猎捕、收购、运输、
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等罪名，并规定了相应情形要件和量刑
标准。

遗憾的是，在一些地方，有法可依却未必能做到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当然，受范围、资金、人力等因素制约，无死角
监测非法捕鸟等行为确实有难度，但有关方面必须拿出足够
重视的态度和举措，严格依法追究非法猎捕、交易、运输等人
员的责任，严肃问责监管和执法不力者，以儆效尤。

同一条迁徙路上的候鸟却命运迥然，这是一面镜子。过
境的迁徙候鸟数量和种类多寡、是否安全，体现着一地生态保
护工作的质效。网友呼吁重罚盗猎者、追责“打瞌睡”的监管
者，体现了公众保护生态平衡和物种多样性的热情与决心。
这也在警示更多地方有关部门，日常工作应不以深山老林为
远、不以山鸡麻雀为小。

“星点花冠道士衣，紫阳宫女化身飞”。鸟儿是天地间的
精灵，也是宝贵的生物基因库。但愿那些触网鸟儿的啾啾嘶
鸣，能唤醒更多人对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的认知与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