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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么美好
不应该被负能量打扰

你是不是爱沉沦于过去，有难以释

怀的心结；或是惧怕不被理解、患得患

失，而时常陷入纠结……生活中，总有

一些小事让你不愉快。但请一定记住，

别被负能量所裹挟，更不要对自己太苛

刻。人生只有一次，请尽力快乐！新的

一周了，愿你拥抱好心情。 @人民日报

“复活”廉价好药需“医保兜底”
■ 戴先任

甘草片、扑热息痛、扑尔敏、酵母片、

三黄片、红药水……有部分中老年消费者

反映，这些曾经令人熟悉，感到便宜又好

用的药品，似乎正淡出大众视野。记者走

访了多家药店发现，有一部分药品确实难

以买到，如抗过敏的异丙嗪和用于消炎的

增效联磺片。(8月28日《工人日报》)

廉价药成了少见的“熊猫药”，这样的

现象早已有之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

象，背后原因也有不少，比如一些廉价老

药包装简易，不少年轻人不喜欢，不能算

是强流通产品，自然不为药店青睐;有一

些廉价老药的药效单一，已被“二代”“三

代”药品所取代……当然，还有不少廉价

药既廉价又是好药，但因为廉价药制作

成本低廉，从药企到药房、医院等各环

节，利润空间都较低，让药商并不想投入

对这类药的研制与生产，药店也不想销

售此类廉价好药，导致市场稀缺。

我国从2015年6月1日起，已经取消

了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企业可以自主

定价，何以药商还是不敢生产这类廉价好

用药？这主要在于这些廉价好药深入人

心，老百姓对这些“便宜药”有自己的心理

预期，况且廉价药本就生产成本低廉，随意

涨价说不过去，老百姓也不会买账。所以，

很多企业会将“便宜药”重新包装一下，“换

汤不换药”。换个“马甲”、规格又重新上

市。还有一些廉价药甚至在黑市上以异常

昂贵的价格现身，成了“昂贵药”。

药品的生产流通都要体现公益性、普

惠性，而这些便宜好药更能体现民生属

性。廉价药或断供，或只能在黑市上花高

价才能购买，有违药品的公益性和普惠

性，还可能损害老百姓的权益，甚至给一

些急需用药的患者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廉价好药小小药片上蕴含大民生。

要“复活”廉价好药，就有必要实行“医保

兜底”“国家兜底”，不把这些廉价好药再

推到市场上充分竞争，充分保障廉价好

药供给，才能让老百姓能够吃上廉价好

药，这也是一种“民生兜底”。

不要过打折的生活

浓烈的花香，需要用鼻子来感受；

幸福的生活，要用心灵来感悟。不要让

一片乌云遮住生活中的阳光，不要为一

时的不顺，否定此前所有的努力。老话

常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

直。”关于生活，我们应多一些随遇而

安，少一些杞人忧天。开始重视身边的

朋友、爱人、子女、父母，珍惜彼此相伴

的时光。 @人民日报

“首月1元”式“套路险”广告应该全面叫停
■ 吴睿鸫

事乱炖时

近日，北京银保监局官网公布通知，明

确要求全面叫停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

机构在京发布存在过度营销、诱导消费问

题的营销宣传广告，包括但不限于“首月 1

元”“1元升级”“免费赠险”“实物抽奖”“限

时停售”等内容，以及存在广告标识不清

晰、关闭按钮不显著、整屏诱导点击等问题

的广告。（8月29日《经济日报》）

随着互联网保险业的蓬勃发展，有不少

欺骗性和诱导性“套路”营销宣传广告，进入

了公众的视野。譬如，利用“600万元的医疗

险首月只需1元”来作为宣传广告用语，结

果，投保人投保后，第二个月起被微信支付

自动扣费，一年自动扣费高达3145元。

利用“首月1元”之类的宣传，原本就是

一个“请君入瓮”的圈套，因为“首月1元”并

不等于“每月1元”，这种带有欺骗性诱饵作

为广告宣传用语，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

果。而《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

费者。显然，类似的广告宣传，已经属于虚

假广告，涉嫌诱导、误导、欺骗消费者。

实际上，2020年12月份，银保监会消保

局曾就这种玩数字游戏的行为点名通报了

4 家机构，并承诺将严格依法依规进行处

理。今年8月中旬，银保监会又下发了《关

于开展互联网保险乱象专项整治工作的通

知》，针对互联网保险产品管理、销售管理、

理赔管理、信息安全等乱象频发领域开展

专项整治活动，重点整治销售误导、强制搭

售、费用虚高、违规经营和用户信息泄露等

突出问题。

而针对部分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

机构的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广告存在过度

营销、诱导消费等突出问题，此次北京银保

监局更是“发大招”、出重拳，实施“一剑封

喉”，直接全面叫停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

介机构在京发布存在过度营销、诱导消费

问题的营销宣传广告。

当然，监管部门还应加大日常执法力

度，对类似“玩套路”诱导式营销案件，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在强化监管的同时，作为

消费者，也应多个心眼，一旦发现“被套路

险”，要及时保留证据，积极向相关部门进

行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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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乳交易”乱象不能坐视不管
■ 钱夙伟

2021 年 8 月下旬，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自

称为宝妈的人利用社交

平台以每袋几十元的价

格出售冷冻人乳。买家

中，有人称是买给“缺

奶”的孩子喝，有人称是

相信偏方，用人乳敷脸祛痘，也有买家称相

信人乳可“大补”，购奶自喝。（8月29日澎

湃新闻）

早在2000年，《卫生部法监司关于人体

母乳不能作为商品经营的批复》就明确指

出，人体母乳不是一般的食品资源，不能作

为商品进行生产经营。有法学学者认为，

人体母乳是脱离人体的特殊物，因为承载

着人伦属性及公共健康安全属性，不能与

其他物品一样，任凭权利人随意处置。

因此，网上销售的所谓“自产自销”的

人乳，为了躲避平台监管，在社交平台发布

出售人乳网帖，经微信或QQ与买家沟通，

通过闲鱼假扮成肥皂、乳霜、鞋子、母乳储

存袋等物品出售。目前人体母乳交易处于

非正规、私下的无序状态中。

而如此的人乳交易，已经形成相当规

模。以“母乳、冻奶、人乳”等关键词检索发

现，在百度贴吧、知乎、小红书、豆瓣、微博

等互联网社交平台上，有大量声称进行人

乳交易的网帖。其中，聚集了3.2万名用户

的百度“母乳喂养吧”，不时有卖家发帖称

“有货”可售，配有疑似人乳的照片，底下不

少买家留言咨询、“求货”。

然而，所谓人乳“大补”纯属无知。乳

是人类生命之源，根据婴儿的需要产生，是

一种营养价值丰富、纯天然、利于健康的婴

儿食品。成年人自身具有抵抗力和免疫

力，所需营养通过日常的饮食摄入即可得

到满足，喝人乳并不会显著提高免疫力，也

没有特殊价值，其营养价值类似于牛奶。

部分成人喝人乳后，还可能会刺激肠道快

速蠕动，导致腹泻和腹痛。

实际上，专家认为，私下购买冷冻的人

乳还存在风险：一是不知道宝妈的健康情

况，一些病毒可能会通过乳汁，传给婴儿；

二是不知道宝妈有没有服药，客户买回母

乳后，也不会进行药物或者相关微生物的

检测。此外，人乳保存的状态、有无反复冻

融等也会影响其品质。因此人乳交易存在

安全隐患。

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人乳交易”本

身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违反了相关规

定，违背了公序良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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