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北京二中亦庄学校
五年级小学生张秋实写信给人
民教育出版社，指出语文教科
书上一幅关于宋朝知县的配图
有误，知县着装应为青绿色而
非紫色，图中官帽上下垂的帽
翅也与历史不符。就此，人教
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相关人员表
示，目前暂未收到该信件，不
过会就张同学反映的情况展开
研判和探讨，如确实不妥将改
进。（《北京晨报》）

张秋实在历史知识上的渊
博，确实值得敬佩，但更加值
得敬佩的，还是敢于怀疑的精
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这
些成年人，是需要向孩子致敬
并学习的。同样值得肯定的，
还有张秋实对教材提出质疑之
后，所得到的种种呵护和积极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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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大三
学生哈斯木，历时一个月，使用1.2万个
铁环，为自己量身打造了一副“锁子
甲”。据了解，今年6月，哈斯木因为在
网上经常浏览一些手工制作的网站，便
萌生了做一些手工艺品的想法。锁子甲
是冷兵器时代使用的一种金属铠甲。（中
新网）

【点评】
@九九：这得多重啊？
@9527：穿出去回头率肯定高。

12月28日，在上海军事体育俱乐部
内，23辆教练车摆出“Hi 2017”的造
型，迎接新年的到来。据悉，整个造型
长约100米，宽30余米，占去了约半个
标准足球场的面积，耗时两个多小时。
其中，还通过无人机进行空中协调，将
图像第一时间传回地面，即时对造型进
行调整，确保其以最完美的姿态呈现
“Hi 2017”的字样。（人民网）

【点评】
@冷酷到底：再有一天就是 2017 年

了，时间过得真快。
@石头：城里人真会玩。
@张三vv：预祝大家新年新气象！

医院“买药送礼品”值得追问
□武 洁

近日，有市民反映，北京玉林中医院针
对老人推出“促销活动”，到门诊开药满500
元即可获得礼品。有市民质疑，退休老年人
医保报销比例较高，医院在年底医保起付线
“清零”前做活动，有加剧老年人“突击买
药”嫌疑，造成医药资源浪费。医院则回应
称，是针对困难老年人的补助。（新华网）

“促销”这事儿，要说没啥稀奇。“双
11”的网商促销已成盛大节日，商场超市的
购物满额送礼也是惯用伎俩，就连银行吸储
如今也不乏好礼相送。不过，药品虽是商
品，但却并非普通商品。具体而言，家庭日
用品趁着促销多囤点，当然没问题。但药品
却有所不同，药品不能当饭吃，囤多了一旦
过了有效期，便不能使用，假如不是确有需
求的药品，囤药这事儿，即便对患者而言也

完全是一种浪费。不过，尽管有可能买到的
药品完全用不上，只能过期扔掉，但仍然有
患者排队购药的盛况，似乎说明买药送礼这
事儿是两厢情愿，购药患者也觉得划算。

这边厢医院多卖了药，还获得了“补助
困难老年人”的美名，那边厢患者也享受了
促销送礼的优惠，“买药送礼品”看似各取
所需的双赢交易。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
餐，医院所谓补助困难老年人，究竟是否付
出了真金白银？买药满 500 元送的鸡蛋面
粉，又是由谁埋单？假如医院方面并未承担
相应的成本，反而还从中有赚头，“买药送
礼品”究竟是慷谁之慨，恐怕更值得追问。

事实上，“买药送礼品”背后的真正玄
机，正在于医保支付。假如“买药送礼”使
用的不是医保账户，而是需要自掏腰包，患
者们恐怕不会如此趋之若鹜。以报道中的一
位患者为例，开了1246.17元的中药，还额外
得了两箱零八枚鸡蛋，外加一袋面粉，本人

只支付了190.07元，其余医保支付。“买药送
礼”双赢的背后，恐怕正在于医保埋单。

可以设想，“买药送礼品”的所谓促销
模式，其实是以小利诱惑公众套取医保资
金，真正为这一模式承担了最高成本的其实
是医保基金。只不过，以送礼促销模式诱惑
患者突击购药，显然有违医保原则，不仅降
低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更是对医保基金的
严重透支。

“买药送礼品”对于医保基金的透支，
当然不应纵容，但这一畸形模式的出现，未
尝不是暴露出医保制度的漏洞与不足，每年
门诊报销限额 2 万元，年底医保报销起付线

“清零”,其中恐怕也有不合理之处，如何让
医保制度更合理更公平，显然尤为关键。此
外，医院卖药假如真是零加成，并不能从医
保卖药中获利，又怎会有促销卖药的热情。
基于此，“买药送礼”这一促销模式，其背
后的制度成因，或许更亟待反思。

□罗志华

如何培养孩子是每个父母需要操心的事。
近日，网络上开始流行儿童天赋类基因检测，
通过唾液取样交给检测机构，号称能通过基因
判断孩子的天赋。家长花费上千元，就可以得
到一个私人定制的培养方案，根据检测报告，
因材施教，后期重点培养。这种检测结果，你
会信吗？（《现代快报》）

孩子有何特点，需要通过长期观察和认
真评估，希望靠一滴唾液就检测出孩子的天
赋，这种想法很天真。然而，说服一些家长，
并不需要太高深的理论，往往只要听起来有
道理即可，基因测天赋之所以很流行，与相关
检测机构懂忽悠、善包装不无关系。

在医学上，特定的基因对应某种疾病，
这个理论已得到证实。比如常见的唐氏综合
征，是因为基因中的第 21 号染色体多了一
条；糖尿病、高血压、部分癌症等疾病，也
与相应的基因片断密切相关，这些科研成果
都经过了较长时间且十分严谨的科学论证，

得来绝非易事。
但基因测天赋却没有经过论证，不具科

学性。比如有检测机构认为，一些专业运动
员在基因上体现出某种特点，就说明拥有相
似基因特点的孩子也拥有相同的运动天赋，
这一论调既缺乏严谨的逻辑，更没有经过深
入研究，只是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之上，
不过是骗人的幌子而已。假如家长太当真，
钱被骗还算小事，孩子的前途可能反而被耽
搁。

不仅如此，此举还为孩子的将来埋下了
巨大隐患。人的隐私包括多方面，基因隐私
则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隐私，它具有唯一性和
不可替代性，既可用于身份识别，又可用于
生物研究，要远比身份证、健康水平、指纹
等隐私重要得多。此外，一定程度而言，人
的基因片断是一种“活物”，是可以用于商
业用途的，假如检测机构长期保留了这些基
因，家长现在或许看不出风险，但随着科技
的发展，基因的独特作用被开发出来，很难
保证这些基因片断将来不被非法买卖和利
用。

用基因测天赋 骗的不只是钱

□孙建磊

12月12日，市民李先生参加市
区建设路“香满客”快餐店的“双
12”充值优惠活动，即充300元钱送
180元。然而，三天后，李先生发现
该快餐店关门停业，但他的卡内还有
500多元。工商部门表示，已有不少
消费者投诉这家快餐店，但快餐店已
注销，建议市民去公安机关报案。
（详见本报昨日05版）

看了这则新闻，禁不住看了看
自己的口袋，除了银行卡，还有饭
店的卡、蛋糕店的卡、理发的卡，以
及一张公交卡。这还算是少的。
如今，市民的钱包里，最多的就是
预付式消费卡。

可以说，预付式消费，已经成
为普遍现象，与市民生活息息相
关。

遗憾的是，深度融入市民日常
生活的预付式消费，时常令人失
望。仅在漯河，早前有婴儿游泳、
面包店，如今是“香满客”，都是卡
里钱还多着，商家却不见了。上网
搜索，成都、苏州、南京等全国各地
类似的卡里有钱、商家走人的案例
还有很多。

可以说，预付式消费急需加强
监管，怎么监管？

首先要看到，预付式消费之所
以流行，在于其为商家提供了无利
息资金，消费者享受了折扣，商家
和消费者都能从中获益。

但是，从风险角度看，预付式
消费是不平等的：消费者承担了商
家的经营风险、道德风险，商家给
消费者的仅仅是一句承诺，却没有
提供履行义务的担保，或无法履约
时的补偿。预付式消费的风险就
在于此。

怎么办？眼下，工商、商务乃
至公安部门，应拿出行动，依法追
究或协助消费者追究“跑路”商家
的责任，不让违法者逍遥法外。否
则，谁还愿意讲诚信？同时，预付
式消费陷阱，还需做好提前预防。

2012 年，商务部就出台规定，
预付式消费商家发卡须备案、停业
须提前 30 天在媒体上公示。在此
规定基础上，应依法出台规定：商
家应为其发卡行为提供相应担保，
如房屋抵押、机器抵押、汽车抵押
等，保障消费者权益。

事前预防、事后惩处，关键在于
监管措施落地。在小饭馆及众商家
都发预付卡的情况下，备案、担保、
公示等监管措施的落地，消费者权
益的保障，归根到底要靠基层商务、
工商等部门的监督和监管。

目 前 ，预 付 式 消 费 已 遍 地 开
花，在提醒消费者谨慎消费的同
时，也期待监管能做到疏而不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