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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声音

如何培养自己的阅读习惯
①每天给自己规定一个固定

的阅读时间；②做一个读书的清

单，从自己有阅读兴趣的书开始

列起；③清除任何干扰，在读书的

时候尽量不被外界打扰；④做读

书笔记，总结和记录会让读书更

有价值；⑤时常逛逛书店，尤其是

实体书店，了解世界的变化，更新

自己的知识。 @人民日报

70%以上疾病与情绪有关
丹麦一项从 2000 年开始，历时

11年、涉及9870名成年人的新研究

发现，与没有相应问题的人对比：常

因夫妻关系出现情绪困扰的人死亡

率增加 1 倍；常因亲子关系焦虑的

人死亡率增加 50%；常跟家人争吵

的人死亡率升高 1 倍；常与邻居争

吵的人死亡率增加2倍。

@生命时报

非 常道

仇保兴：
智慧城市从来就不是“交钥匙工程”

国务院参事仇保兴表示，智慧城市从来

就不是“交钥匙工程”。过去 IT 企业最失败

的地方就是看重工程建设、忽视系统集成。

一些地方政府也认为，智慧系统的设计建设

可以由 ICT 包干，最后把钥匙交给政府，一

启动就可成功运行。但实际上，合格的智慧

系统永远是跟问题、需求、挑战共进化的。

@经济日报

得给儿童用药上一把“安全锁”

＞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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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案例引导狠刹婚闹歪风
▋刘 勋

3人在接亲途中将新郎捆绑起来，导致新郎不慎摔在了

地上。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一位新郎官怎么也没想到，自己

竟然在婚礼当天栽“大跟头”，并导致十级伤残。造成这一恶

果的，正是当天闹婚礼的3名“好兄弟”。日前，经遵义市播

州区法院调解，新郎的 3 名“好兄弟”，共计向他赔偿 9 万余

元。（2月28日《贵阳晚报》）
春节前后是办婚礼的高峰期，恶俗婚闹的新闻报道也开

始走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例如最近被高度关注的“公公婚

礼亲吻新娘儿媳”的报道，就掀起了一片谴责之声，引起了人

们对伦理道德、法律制度、糟粕传统的激烈讨论。

恶俗婚闹发生的根源是部分群众对传统认知的偏差和

对法律的无知，“结婚三天无大小”“婚礼越闹婚姻越幸福”等

观念仍然存在。移风易俗从来就不是简单易行的事情，消除

丑陋风俗的历史惯性需要久久为功，离不开政府部门、新闻

媒体、司法机关等力量的共同努力。宣传教育是狠刹婚闹歪

风的有效途径，也是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治理方式。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遵义的这起婚闹引发的

民事纠纷就是很好的案例。案例是法律对社会现象后果

的判断，其直接涉及个人的利害关系，对于群众而言具有

接近性，能够引起内心的触动与共鸣。对于各地发生的

婚闹案件，各级文明办、扶贫办要联合司法机关、新闻媒

体进行策划宣传，将狠刹婚闹歪风与文明建设、精准扶

贫、法治建设进行充分的结合。宣传活动除了传统的标

语横幅、传单视频、下乡开庭之外，还有充分结合婚闹案

例的特征，要瞄准年轻群众尤其是农村青壮年群体，可以

将宣传的阵地安排在青壮年返乡必经的交通枢纽，充分

利用新媒体的技术手段，对该群体进行精准信息推送。

恶俗婚闹的发生证明了部分群众精神上的贫瘠，反映了

法治建设、文明建设尚存在不足之处，这都是乡村振兴战略、

全面依法治国等事业的绊脚石、拦路虎。恶俗婚闹的负面影

响不容小觑，必须要直面问题、坚决铲除，不能放任这种陋习

继续存在下去。

按病种付费
需筑牢“不增负”前提

▋罗志华

人社部近日公布了医疗保险按病种付费病种推荐目录，

130种疾病被列入目录。按照要求，各地应确定不少于100个

病种开展按病种付费。人社部强调，控制不合理医疗费用增

长，确保群众个人费用负担不增加。（2月28日《北京青年报》）
在出台这个推荐目录的同时，不忘强调要确保不增加患

者个人的负担，彰显费用管控的重要性。这是意有所指的一

种提醒，预示着在推行这项改革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可

以认为，“不增负”的要求是否能够得到恪守，对医保付费制

度改革是否能够顺利实施，以及最终的效果如何，都将起到

很大的影响。

医改的目的，就是为民众谋福利，为患者化解看病难和看

病贵，不守住这个前提，医改就偏离了它的初衷。但按病种付

费制度的一大风险，是费用被转嫁到患者身上，这是“不增负”

在此被着重强调的根本原因。因为按照按病种付费的原理，

对于一名患者所产生的费用，医保支付给医院的额度是固定

的，但诊疗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且由于医疗收费包含医保付费

与患者自费，当医生无法在医保费用上扩大收益时，在患者身

上“挖掘潜力”就会成为可能。

可见，在付费制度改革之前着重强调不增加患者的负

担，这并非多此一举或杞人忧天。不仅如此，更要看到，“不

增负”应以诊疗质量不下降、医疗项目不人为减少为基础，假

如得到的服务不一样，或者医疗效果大不如前，费用负担就

失去了前后比较的意义。但受按病种付费规则的影响，医生

可能从过度诊疗转变成诊疗不足，动员患者多做自费检查和

多吃自费药品，或者劝导患者少用医保范围内的检查和药

品，就会成为新的增收对策。

按病种付费是治理过度医疗的一大利器，这项医改举措的

前景虽然很值得看好，但前提是要树立起足够的风险意识，且

要制定足够周全的规则，预防可能出现的任何“下有对策”式变

通，并始终将患者不增负作为原则来坚守，如此方能做到趋利

避害，使之既有利于医保控费，又不损医患任何一方的利益。

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

显示，中国0至14岁人口占

总人口的16.6%，儿科患病

人数约占所有患病人数的

20%。但长期以来，由于儿

童专用药不足，很多患儿在

服药时都被当成“缩小版的成人”对待，按照

“小儿酌减”的原则服用成人药，存在着巨大

的用药安全风险。（2月28日《现代金报》）
“用量基本靠猜，用法基本靠掰”，这

就是国内绝大多数儿童药品的用药现状，

别说普通的患儿家长，就是开药的医生，

甚至是医院专业的药剂师，面对药品说明

书上“儿童酌减”的说明和要求，心里也没

有十足的底气。

在药品生产企业看来，儿童药的各项

指标比成人药更严谨，剂型比成人药要求

更高，各方面的要求也更加严格。儿童药

品临床试验风险大，而适用年龄层窄，口

味还需特殊调整，这都增加了企业的生产

和研发成本。换句话说，本来是为了更好

保障儿童用药安全，更好维护百姓利益的

规章制度，客观上却导致了药品生产企业

对儿童用药的轻视。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解决儿童用药的

安全问题，鼓励药品生产企业推出专门的

儿童药品剂型，主要应该从两个方面入

手。一是通过政策的鼓励和引导，发挥市

场调节作用，比如对儿童用药从研发、临床

实验到生产，都开通“绿色通道”，给予政策

倾斜，加大支持力度，降低企业生产和经营

成本，同时在税收方面给予适当的减免、补

贴，鼓励企业研发和生产专门的儿童用药。

二是通过法律层面给儿童用药上一

把“安全锁”。虽然近年来国家层面政策

鼓励持续不断，但儿童用药立法始终还未

实现。在我国最重要的两部药品法律法

规《药品管理法》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

中，均未对儿童药物或成人药物的儿童用

法提出特殊规定，亦无专门监管儿童用药

的机构。因此，如何尽快通过立法规范儿

童用药专家评价、发布科学规范的儿童用

药指南并定期予以更新、规范医师儿童用

药处方行为，以提高科学诊疗和合理用药

水平，建立全国统一和权威的儿童临床用

药综合评价体系和临床数据库，才是保障

儿童用药安全的当务之急。

心有余悸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