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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元散装酒卖千元？别让“特供酒”成为“忽悠酒”

守好“廉关”过好“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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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传媒
全媒体矩阵

去医院就诊不熟

悉流程怎么办，冬季

频 发 的 流 感 如 何 预

防，办公室久坐怎样

运动……随着短视频

普及，越来越多的医疗健康科普短视频出现

在人们视野中。（2月3日《工人日报》）

在短视频平台，少不了医生的身影，医生

当主播，以短视频为媒介的医疗健康科普，让

晦涩难懂的医学知识“活”了起来，促成一场

医生与患者的“双向奔赴”。

医生跨界当主播，益处多。从医生的角

度看，通过当主播，能够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

和提高专业能力。同时，也能更好地和患者

交流，知道患者最想听的是什么，也能够更

好地帮助患者治疗。从患者的角度看，能够

了解一些常见疾病的基础知识，懂得如何看

病如何防护。患者对相关医疗知识懂得越

多，在看病时描述症状越清晰，对医生也越信

任，配合度会更高。当下，一方面城乡居民关

于预防疾病、早期发现等维护健康的知识和

技能比较缺乏，不健康的生活行为比较普

遍。另一方面民众的健康意识在增强，对于

医疗健康科普越来越迫切，医生的短视频有

效地缓解了民众对健康的需求。

医生跨界当主播值得鼓励。不可否认，

近年来，各大短视频平台制定了多项具有针

对性的创作者扶持计划，鼓励医生发布与专

业方向符合、能给用户健康生活带来实际帮

助，且易于普通大众理解的原创医学科普内

容。对于优质的“医生主播”应该给予更多的

激励措施。不仅短视频平台要提高激励措

施，给予更多的优惠、更多的引流，医生所在

的医院也要出台相关政策，给予愿意当主播

的医生一些激励措施。

医生跨界当主播，讲知识还是要流量？

这并不矛盾。医生讲得好，自然会引来流量，

但不管医生主播有多红，都不能忘记做科普

的初衷，要保证医疗健康科普视频的“纯洁

性”，这需要短视频平台仔细核对医生身份，

建立和完善更加科学合理的审核机制和更加

严格的监管机制。而医院对本院的“医生主

播”也要实行实时监管，以免出现错误的医疗

健康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医生当主播，也

是在治病救人。 王军荣

“中南海内招酒”“中央军委办公

厅内招酒”“海、陆、空军部队特供酒”

“中央警卫局接待用酒”……近日，重

庆警方侦破一起特大制售假酒案，抓

获涉案人员 53 名，摧毁一个辐射全国

的“特供”假酒包装、生产、批发销售网

络，揭开了“特供”假酒黑产内幕。（2月

4日《新京报》）

据报道，成本价10元一斤的基酒，

在酒瓶印上“特供”之类的字样，一瓶

就可以卖到上千元。酒的质量却参差

不齐，有的甚至是由小作坊用散装酒

灌装的，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然而，即

便如此，类似的“特供酒”却还是备受

推崇。

其实，虽然“特供”“内供”等酒品在历史

上确实存在过，但多年前有关部门就已明令

禁止制售此类酒品。2013年12月，原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发通知，要求酒类企

业不准生产标注有“特供”“专供”“专用”“特

制”“特需”等字样的白酒。这说明，所谓的

“特供酒”早已成为历史，如今已被列入“禁止

制售”范畴。

“特”字号商品屡禁不止，主要原因就是

有利可图，有消费者出于收藏、送礼等心理，

愿意花高价购买此类酒品。但实际上，这些

“专特供”酒品往往来路不明。所谓的

“特供酒”其实就是“忽悠酒”，其目的

就是收割消费者的“智商税”。

要防范“特供酒”成为“忽悠酒”，还

需监管发力。一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应

积极承担起监管的主体责任，要定期或

不定期地对线上线下商家售卖的各种

酒品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监管和督

查。另一方面，监管部门一旦发现商家

售卖所谓的“特供酒”，尤其是售卖劣酒

假酒，不妨通过高额罚单、没收酒品、从

业禁止，甚至追究法律责任等多种处罚

手段，让无良商家付出应有的代价。

同时，监管部门应加大宣传力

度，让消费者明白“特供酒”就是“忽悠酒”，从

而自觉做到不轻信、不购买所谓的“特供酒”。

当然，消费者也要学会理性消费，在购

买酒类产品尤其是高端酒类产品时，一定要

擦亮双眼，尽可能选择正规购买渠道，切忌被

“特供”“专供”等酒品所迷惑。 叶金福

宣城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 、

主任杨业峰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

题；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朱树林违规收受礼品、

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

宴请、旅游活动安排问题。春节来临

之际，安徽省纪委监委通报 5 起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2月4

日中国纪检监察网）

龙年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每到

佳节倍思廉。各地党组织和相关部门

要一以贯之加强党员干部纪律教育和

监督，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把纪律

规矩刻印于心、落实于行，绷紧廉洁自

律之弦，拧紧节日“安全阀”，守住“廉

关”过好佳节。

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过

节。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通报的党

员干部节日期间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中

看到，既有违规吃喝等享乐主义、奢靡

之风、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也有弄

虚作假、失职失责等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等问题，还有隐形变异“四风”的新

问题新情况。年关到，人情往来、“礼

尚往来”增多，也进入了违反廉洁自律

要求、行贿受贿等“节日病”的高发

期。前不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

通报7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

问题，再次释放紧盯关键时间节点、严

抓作风问题的鲜明信号，体现出新时

代加强作风建设一以贯之的坚决态

度。越是过年过节，越要警钟长鸣，越

要保持警醒，筑牢廉洁思想堤坝。

坚持把中央八项规定铁规矩、硬

杠杠守住守牢。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

加强执纪监督，盯住节日期间易发多

发的“四风”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明察

暗访，严肃查处“吃公函”“吃食堂”“吃

老板”“吃下级”等违规吃喝等问题，精

准发现、从严处理“快递送礼”、公款旅

游、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操办婚丧

喜庆事宜等问题，对享乐奢靡歪风露

头就打，加大典型案例通报力度，持之

以恒纠“四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

节日氛围。

节日风气是干部群众观察党风政

风、感受社风民风的重要风向标。加

强正风肃纪，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

重要举措，是各级党组织的共同政治

责任。 潘铎印

这样做，你的生活会大不同
人的精力就像一根弦，如果总是绷得太紧，就会容

易崩断；力气若使得太满，也会后继乏力。按照自己的

时序，张弛有度，忙而不乱，才能行稳致远，顺利到达彼

岸。1.要持续发力，就要缓慢施力。人和自然万物一

样，不能总是高速运转，要学会休息。适度休养，才能生

生不息。2.要尽力而为，也要遵守时序。自然万物有自

己的节律，每个人也有自己的时序，按照自己的节奏努力

着，也同样值得歌颂。3.要努力赶路，更要学会看路。在

人生的路上，努力固然重要，但选择也同样重要。选择

不对，努力白费；选择对了，乘势起飞。 @新华社

能扛事，就是才华横溢
遇事时不抱怨逃避，而是积极行动、走出困境；

心情最糟糕的时候仍会按时吃饭、早睡早起，自律如

昔。这样的人，责任面前不推诿、困难面前不低头、

是非面前不含糊。无论在哪个领域、干什么工作，他

们都努力追求卓越，因而也总是飞速成长。人生，从

外打破是压力，从内打破是成长。你能扛得住多大

的事，才能成就多大的事。人的成熟，是一个从迷茫

到自知、从自知到坚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

人都要慢慢学会扛起自己的责任，学会独自面对生

活中的风风雨雨。能扛事，是一种气魄，也是一个人

最了不起的才华。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