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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经济手段
为自媒体祛邪扶正

针对“将互联网远程会诊远
程诊断费用纳入医保结算体系”
的建议，国家医保局近日答复称，
对于定点医疗机构提供的“互联

网+”医疗服务，与医保支付范围内的线下医疗服
务内容相同，且执行相应公立医疗机构收费价格
的，经相应备案程序后，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并按
规定支付。

线上看病是否能够报销，是社会关注度很高
的一个话题。为此，国家医保局于2020年10月印
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支付工
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将“互联网+”医疗服务纳入
医保支付。此后，指导意见逐渐变成了实际行动，
目前这项工作已取得较大进展。此次答复坐实了
这项工作已经进入全面落地阶段。

这一改变对患者是一大福音。疫情期间，互
联网医疗得到迅猛发展，在线上寻医问药的人越
来越多。假如线上诊疗服务没有纳入医保，患者
接受此类服务就只能自掏腰包，虽然较线下就诊

更为方便，却额外增加了经济成本。
如今互联网诊疗已明确被纳入医保，患者不

仅能够十分方便地获得线上诊疗服务，而且还能
享受到与线下诊疗相同的报销福利，具有便民和
惠民双重意义。

此举除了直接惠民，间接好处也有很多。“互
联网+”医疗服务的内容十分丰富，既包括患者自
己在线上寻医问药，也包括患者在医疗机构里接
受异地专家的远程会诊、隔空检查，甚至两地医生
联合做手术。

很多患者希望得到异地专家提供的此类服
务，但费用问题让希望难以成真。纳入医保报销
后，此类服务有望得到广泛普及，甚至变成医疗技
术由上向下的重要输送渠道，有利于提升基层医
疗水平。

此外，过去医生“走穴”现象比较普遍，外地医
生在实体医疗机构会诊和做手术，经常会因为收
取会诊费而引发争议，甚至导致医患纠纷。

“互联网+”医疗服务让这些专家不再需要来

回奔波，而纳入医保则让他们的劳动付出可以得
到合理回报，这对于医生同样是双重利好。

当然，将这件好事办好，还需要克服一些难
题。线上医疗服务具有鲜明的跨地域特征，增加
了医保基金监管的难度，须谨防线上医疗服务因
此出现骗保行为。

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实现基金监管向大数
据全方位、全流程、全环节智能监控转变，以及运
用音频、视频等形式，查验“互联网＋”医疗服务接
诊医生的真实性等监管举措，应尽快得到丰富和
完善。

近年来医保福利持续增加，“互联网+”医疗服
务纳入医保，则是一次影响更深远、惠民程度更高
的福利增进行动。

并且，此举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促进互联网
医疗快速健康发展、带动基层医疗水平向上提升、
让民众在家门口也能看名医等方面，都具有很强
的助推作用。

据《北京青年报》

近日，贵州贵阳吕女士去一家初创型公司试岗，发现该公司现行奖惩制度中有多条罚款制度，
如董事长、总经理只需要发现一个电话不接或超过一个小时不回复，发现一次罚款10000元。

管理员工，企业可以自行制定规章，但“家规”不能大于国法，动辄成千上万的罚金离谱又
荒唐，折射出企业法治意识淡薄、管理方式粗暴，不拿员工正当权益当回事。如此“严格”的企
业规章实则毫无威信可言，公司要求员工遵守规矩，规定本身先得遵守法律。奖惩规矩有理
有据有人情味，员工才会信服，制度才有实效。 （据《湖北日报》周磊 王鹏）

清空粉丝数量，暂停或关闭直
播、用户打赏、知识付费、收益提现
权限，下架商品链接，取消广告收
益、流量分成……日前，按照 2023

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计划，中央网信办开展为
期两个月的“清朗·从严整治‘自媒体’乱象”专项
行动。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行动将指导网站平台
运用经济手段，对违法违规营利的“自媒体”进行
严厉打击。

自媒体乱象由来已久，层出不穷的问题背后，
除去从业者流量至上、网站平台监管不力之外，处
罚手段单一、力度偏小也是重要原因。运用经济
手段打击违规营利的自媒体，可谓打在了痛处。
整治自媒体乱象，网站平台不能再“睁只眼闭只
眼”、唯流量是从，该扛起的把关责任要扛起来，该
履行的监督职责要严起来。

自媒体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网络生活，但部分
自媒体为博取眼球而罔顾底线，有的搭蹭公共政
策、社会热点事件等，在歪曲解读、颠倒是非中进
行抹黑攻击、煽动对立；有的在一些重大事件中以
恶意揣测、散播阴谋论等方式挑动公众情绪、制造
次生舆情；还有的哄骗、利诱老年人摆拍视频、开
设直播，骗取网民点赞、打赏、捐赠。这些自媒体
把散布甚至捏造不良信息作为“营利之道”，对网
络秩序造成了严重危害。

自媒体正当营利无可厚非，但不可偏离正道、
胡编乱造。这两天，一则名为“杭州文旅局局长高
清写真”的视频登上热门，经媒体求证后证实为造
假。把流量当作一门生意，哪个话题热就跟风炒
作，值得警惕。近年来，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
正能量自媒体能量不凡，如“仙桃40多名村民上演

‘拔河式’救援”“许久未见到爸爸的孩子高兴得手
舞足蹈”“桐乡路人接住坠楼女童”等等，好人好事
频频“出圈”，赢得“八方点赞”。用经济手段严惩
违规营利的自媒体，正是要激浊扬清、去伪存真、
祛邪扶正，立起让正能量拥有高流量的鲜明导向。

自媒体具有公共属性，越是有传播力，越要有
责任感。自媒体之“自”，有自由之说，也有自律之
意。用好用足法律、经济等手段强化自媒体监管，
坚决斩断自媒体不当发展的流量链、利益链，才能
更好铲除乱象滋生的土壤，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据《湖北日报》周磊）

互联网医疗入医保 持续增加惠民福利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7家行业协会、学
会、商会共同发出“厉行节约经营者有义务，反对浪
费消费者有责任”倡议。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平台和
餐饮经营者在线上点餐环节推出“菜量自动提醒”功
能，在消费者设置用餐人数后根据不同就餐情况给
出菜量提示，帮助消费者进行选择。

然而，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一些人受到享乐
主义的影响，丢弃了勤俭节约的传统风尚。这种浪
费现象在宴请方面尤为突出。部分人碍于所谓的

“面子”，通过大摆筵席的方式彰显自身或形成攀比，
让本应是味蕾上的享受，被“舌尖上的浪费”取代。
曾有部分餐厅选择另辟蹊径，推出提醒顾客适量点
菜服务。尽管此类操作存在一定的营销目的，但这
股按需点单的“清流”，既缓解了消费者碍于情面的
有口难开，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食品浪费，将“思
顾客所思”的服务理念表现得淋漓尽致。

近年来，“光盘行动”持续推进，节约环
保的生活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按需点
单、餐后打包等低碳消费成为不少人的就
餐习惯，“点菜提醒”也从个别商家的营销
手段向餐饮业的服务标配迈进。在节约就
餐的春风拂过线下餐饮之际，按需消费向
外卖行业延伸也是发展的必然。

外卖平台作为线上服务行业，尽管有技
术加持，但也仍然需要遵循“以人为本”的服
务理念。增设“菜量自动提醒”服务，看似会
对平台交易数额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
看，“菜量提示”实际上是一招“以退为进”。
一方面，大数据的公式推算，通过科技赋能，
提升用户的消费体验。另一方面，人文关怀
服务的推进，亦能为平台的“人情味”增色，给
平台带来长期口碑。（据《广州日报》刘硕）

“菜量提醒”应成外卖标配

如
此﹃
严
格
﹄太
荒
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