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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冷评 非常道

对网络欺凌坚持“零容忍”

随着互联网成为未成年人进行社交

的常用空间，侮辱谩骂、人身攻击、恶意举

报等网络欺凌现象不时出现。编造负面

新闻，丑化和攻击他人，并引来网友围观、

起哄、谩骂，是网络欺凌发生的通常形

式。有的不法分子还会不当公开未成年

人个人信息或者披露未成年人隐私，以其

他方式侵害未成年人人格尊严。对网络

欺凌坚决说不，需要全社会群策群力，坚

持“零容忍”态度。 @人民日报

微声音

不与他人攀比
只超越昨天的自己

我们不需要与他人攀比，但一定要

比昨天的自己更加优秀。每个人一辈

子注定会遇到很多在某方面比我们优

秀的人，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与人生

阅历都不一样，但别人的优秀并不能阻

碍我们走向优秀。我们善于超越昨天

的自己，就够了。 @新华社

“付费刷课”乱象不能只怪学生 ■ 王 琦

大润发卖臭肉，食品安全底线不容逾越
■ 戴先任

事乱炖时

8月16 日，新京报刊发调查报道《大润

发超市特价肉之谜：有臭味的冲洗后上柜

台 变质的绞馅灌香肠》，曝光了济南大润

发省博店将隔夜肉、异味肉冲洗后特价销

售，变质肉绞肉灌肠的行为。8 月 16 日上

午11时，大润发通过微博致歉，称已对相关

肉品全部封存下架，涉事员工停职接受调

查，门店将立刻进行整改，即日起在全国门

店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在媒体曝光后，大润发及时回应，称大

润发济南省博店相关肉品已全部封存下

架，涉事员工停职接受调查，门店将立刻进

行整改。大润发又称，大润发对食品安全

及操作流程有严格的规范和要求。

而据济南市历下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

作人员透露，他们在 8 月 13 日刚刚对大润

发华北总部及济南多家门店负责人进行了

约谈，大润发卖发臭隔夜肉等问题，可能不

止存在于一家店，而涉及多家店。针对于

此，需要监管部门能够介入调查，如果情况

属实，要能依法依规加大惩治力度。

卖发臭隔夜肉，逾越食品安全底线，最终

搞臭的是自己的名声，会让消费者用脚投票、

掩鼻而过。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作为

全国各地都有大量分店的大型连锁量贩超市，

大润发更需要加强管理，把产品质量与食品安

全放在首位，这样才能对得起信任自己的消费

者，也才有利企业健康发展、行稳致远。

食品安全无小事，近年来国家重视食品

安全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得到了较好遏制，

但一些食品安全犯罪仍然时有发生，如毒生

姜、地沟油、三聚氰胺、僵尸肉、毒胶囊、病死

猪肉等等。一些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侵犯

了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等相关权益，也动

摇了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的信心。

对于食品安全犯罪，需要提高违法成

本，加大打击力度，加强监管，加强源头治

理，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国家对食品安全犯

罪“绝不姑息”的办法。让食品安全犯罪分

子得不偿失，实行“最严食品安全监管”，对

食品安全犯罪零容忍，才能保护好百姓餐

桌安全，守护好食品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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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止“分解住院”亟待智慧“监管处方”
■ 余明辉

在广州打工的四川

人王英因突发脑出血，

她自 2020 年 11 月底开

始在广州住院治疗。至

今年3月底，4个月的时

间内，她先后在广州住

了 4 家医院，被医院“请

出院”3 次。一段时间以来，陆续有患者反

映生病住院，病还没好就被劝出院。医院

给出的理由是，“刷医保住院 15 天必须出

院”。对此，不少地方医保部门回应，并没

有规定强制患者住院15天必须出院。（8月

16日《工人日报》）

医院在患者尚未痊愈的情况下，反复为

患者办理出入院手续，甚至出现患者不得不

转院继续接受未完成的治疗的这种现象，被

称为“分解住院”。“分解住院”在给患者带来

麻烦的同时，其实已然涉嫌违规，因为这样

做的目的，是为了回避医院医保超额费用，

增加自己的“收入”，变相骗取医疗保险。对

此，各级各地花费很大力气进行打击。

众所周知，近些年一些地方为遏止过

度医疗等违规行为，控制

医保费用不合理开支，采

取了诸如医保定点医院医

保控费等措施，即对人均

住院费用、住院时间、年度

费用总额等进行了不同形

式的限制。客观而言，这

些措施的实施，在确保医

保基金安全等方面发挥了

明显的作用，实践证明是

一个行之有效的举措。

但是，一些基层医疗机

构等为了自身利益尽量不受损、少受损，甚

至获得超额利益等，不惜损害患者和医保

基金利益，采取了不少变通的违规手法，比

如“分解住院”就是其中之一，从而确保自

身利益最大化。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原本，针对“分解

住院”这样的违规行为，管理者应该与时俱

进，针对其中存在的制度不足、管理漏洞等

及时采取措施弥补才对。但就现实看，一

些基层医保部门由于过于机械执行规定，

不能随机应变堵塞漏洞，导致“分解住院”

套取医保等损害患者利益的现象屡屡发

生，且屡治屡犯，令人遗憾。

遏止“分解住院”，亟待智慧“监管处方”

补齐短板。这也就提醒有关方面，要想有效

遏止“四个月三次转院治疗”等恶劣“分解住

院”的极端违规行为，严肃查处具体的违规

者当然必要，但根本上更要及时在监管层面

的服务意识、监管思维和监管能力等方面下

功夫，堵塞医保基金违规套取的“偏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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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付费刷课”突然成为了网

络热词，“便宜高效”“X元一门”的朋友圈

小广告让不少大学生尝到了“不学而过”

的“甜头”，更让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对在线

课程产生了质疑。近日，中国青年报社教

育科学部收到了一份来自在校大学生的

来信，信中谈到了大学生目睹的刷课乱

象，“刷”与“不刷”之间的矛盾……（8月

16日《中国青年报》）

近年来，我国的慕课数量和应用规模

位居世界第一。线上课程成为大学生们常

见的学习形式，一些课程甚至全部要求在

线上完成。尤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网络课程平台更是成为居家学习常态和高

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线上课程

火爆的背后，不乏“付费刷课”现象。

对此，有评论指出，一些学生通过刷

课蒙混过关，不仅荒废学业，还会严重助

长投机取巧的思想。不过，面对“付费刷

课”乱象，板子不能只打在学生身上。大

学网课教学管理存在的现实问题，同样值

得深刻反思。

其一，一些高效网课过多过滥，催生

学生的应付心理。以至于有的学生不得

不上课时拿着两部手机同时刷网课，为完

成学时疲于奔命。

与此同时，一些网课含金量不足，对

于学生缺乏吸引力。有调查显示，45%的

学生选取慕课学习是因学校的强制性要

求。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学生觉得与其将

时间精力耗费在网课上，不如花钱请人代

为刷课。

其二，网课教学管理不够科学，产生

“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许多高校的网课

学分只是依据完成进度，选修的慕课越

多，所获得的学分就越多。对于不少学生

来说，自己辛辛苦苦完成网课学习，到头

来分数还没有付费刷课的同学高。这难

免会促使更多学生放弃自主学习的念头，

加入到付费刷课的队伍中来。

目前，“付费刷课”现象已经引起高校的

重视。一些学校纷纷与网课平台合作，通过

刷脸、答题等技术手段防范大学生刷课，利

用大数据严查有刷课行为的学生。不过，除

了技术防范外，更重要的是改进网课教学管

理，从根本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走着入院，躺着出院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