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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失信行为损害
药品集采的好规矩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海南省动员会 21 日在海口召
开，正式拉开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的大幕。接下来的几天，还

有 4 个督察组将陆续进驻福建、河南、甘肃、青
海。这5个省的生态环境将接受新一轮“体检”。

从2015年在河北开始试点到去年6月结束的
两轮督察，始终坚持严的基调和问题导向，敢于啃
硬骨头，推动解决了一大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还推动了百姓家门口臭水沟治理、油烟、噪声扰民
等一件件民生小事的解决。

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举世瞩
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随着生态文明

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一些明目张胆违法违规、触目
惊心破坏生态的案件逐渐减少。但与此同时，随
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
量的期望值更高，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容忍度更低。

与前两轮的督察相比，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利剑再次“出鞘”，瞄准的是美丽中国建设目标，
满足的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待，必将
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对各地生态环境进行“体
检”，进一步查找、发现“病灶”，为生态环境质量的
持续改善指明方向、开出“药方”，让绿水青山的美
景常驻。

直奔问题、曝光典型、精准问责，是督察能够
产生重要影响、发挥重要作用的方法。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利剑再次“出鞘”，将继续坚持动真
碰硬、啃硬骨头的一贯作风，通过必要的追责问
责，切实传导压力、落实责任，推动地方建立保护
生态环境的长效机制。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利剑再次“出鞘”，除
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问题之外，也将发展方式绿
色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情况等作为督察重要内
容。高水平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生态
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只有依靠高水平保
护才能实现。人们期待，借助此次督察的力量，推
动地方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通过高水平保
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在绿色转型
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 高敬）

用好督察利剑 守护美丽家园

11 月 20 日，国家医保局医药价
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公布各省份
评级为“特别严重”和“严重”失信的
26 家医药企业情况，其中 23 家医药

企业评级为“严重”，3家医药企业评级为“特别严
重”。根据信用评价目录清单，医药商业贿赂、涉
税违法、实施垄断行为、不正当价格行为、扰乱集
中采购秩序、恶意违反合同约定等有悖诚实信用
的行为，被纳入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范围。

这是国家医保局在2020年11月印发《医药价
格和招采信用评价的操作规范（2020版）》和《医药
价格和招采信用评级的裁量基准（2020版）》之后，
发布的第 7 期价格招采信用评价“特别严重”和

“严重”失信评定结果。与前6期相比，这次失信
药企多达26家（以前最多是第5期，失信企业共11
家，其中“严重”失信10家，“特别严重”失信1家），
招采中标药企失信行为明显增加。

在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制度出台之前，药
品购销领域存在一些乱象，其中最典型的表现是，
商业贿赂成为药企打通销路和扩大销量的重要手
段。此外，药企以低价抢标、中标后随意减少供应
甚至断供等投机式做法也不少见，部分药企毫无
信用可言。但是，由于这一做法在过去没有得到
根本治理，鲜有药企因此受到惩戒，以至于出现药
品“中标死”、大量廉价好药消失等乱象。

药品集采不仅可以通过“灵魂砍价”等方式挤
干药价水分，而且有助于行业重新洗牌，规矩重新
建立。可以说，药品集采是治理药品购销乱象的
一次良机。然而，当前药企失信行为增多也让人
倍感担心，假如旧疾重犯，其他药企纷纷效仿，药
品集采模式就会面临规矩被破坏的风险。

因此，对于此类失信行为，决不能姑且迁就。
尤其是，当前随着相关医改的深入，医疗反腐力度
持续加强，医药商业贿赂已明显减少，现阶段出现
的医药商业贿赂行为，不仅毒害药品集采，而且还
破坏医疗反腐的大好形势。因此对于带金销售等
行为，更要通过征信惩戒等方式，给予迎头痛击，
让失信者在医药购买领域处处受限。

还要看到，带量采购当中是“量”，应该属于双
向承诺。一方面，要通过纳入医保目录等方式，确
保药品的基本销量，让药企能够薄利多销，获得实
惠，从而换取药品大幅降价；另一方面，药企也应
确保中标药品以中标价格足量供应，任何违反合
同约定减量供应甚至断供等行为，理应作为严重
失信行为加以惩戒，过去常见的选择性供应、随意
供应、临时以成本增加要求加价等取巧式做法应
该被杜绝。 （据《北京青年报》罗志华）

近日，“网购服装 30 天超长预售期”引发热
议。眼下，吐槽超长预售期，几乎成为了每年“双
11”之后的保留节目。消费者好不容易算好了优
惠、付了定金、补足尾款，结果一个多星期过去
了，订单虽然显示已发货，但包裹仍在揽收中。
这明显就是虚假发货。

商品预售本是试探市场反应的提前销售行
为，目的在于了解市场需求，让商家做足功课后
再精准生产。然而，这一玩法被电商平台“抄作
业”后，渐渐成为了某些商家转嫁风险的手段
——除了无限期延长及搞虚假发货等小动作之
外，消费者所看重预售价更低的优势，也可能是
个幌子。如不少服装类预售产品，消费者等到季
节变了才收到货。如此预售，与清库存何异？

预售模式要玩得转，关键要言而有信。可预

售言而有信的底气在于交付能力，即产能保证。
对于大部分需要代工生产的商家而言，这恰恰是
最难保证的——因交货期往往需要跟着上游批
发商走。即便是商家自己生产，倘若某一环节出
现岔子，也会额外拉长交货期。更不用说，有些
商家本就打了“一拖到底”的算盘，让消费者承担
其中的时间成本。凡此种种，都可能让预售期变
为“超长待机”。

说到底，预售非逾售。说好何时发货，就应
兑现承诺。对于那些打着预售之名，行转嫁风险
之实的商家，平台应有所行动。除了进一步完善
预售规则之外，不妨设置相应的入场门槛及失信
惩罚机制，让习惯拖延的商家先掂量一下自身能
力、算一算失信账，相信他们的“拖延症”会有所
缓解。 （据《广州日报》陈文杰）

处处扫码

编辑/赵薇 张靖瑜 刘芳 美编/王敏 一读/刘艳君

声音2023年11月23日 星期四 13

治治预售商家“拖延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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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点餐、扫码排队、扫码开门……如今，二维码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拿出手机“扫一
扫”也成为大家日常的生活习惯。不过，随着应用场景增多，本该是方便快捷的“扫码”却在有些时候
变为一种负担，给个人生活带来困扰。 （据《中国青年报》徐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