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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共享”“应急”初衷，消费者合法权益才能得到保障，共享充电宝企业才能持续获得收益热点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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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瞭望塔

□据《北京晚报》

北京医保共济扩容了！12月10
日，北京市医保局发布通知，北京市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范围由
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扩大到
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
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
子女）。家庭共济后，可支付本人和
共济对象发生的符合个人账户使用
范围规定的相关费用，并可使用个
人账户为本人和共济对象参加本市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
保险缴费、购买北京市普惠健康保。

一个医保账户“一大家子”共
用，特别是祖孙“一老一小”进入家
庭共济范围，有助于提高个人账户
资金使用效率，切实减轻参保人员
家庭医疗费用负担。

很长一段时间内，职工医保个

人账户限本人使用。为了不让医保
资金“闲着”，2022 年 12 月 1 日起北
京本市职工个人账户资金实现与直
系亲属共济。近两年来，本市个账
共济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3786.2万
次，个账共济医药费用35.1亿元，实
实在在地惠及市民。在政策实施过
程中，也有不少市民反映，共济范围
仅包括直系亲属，对家中的“一老一
小”等照顾不到。比如，有的年轻
人父母五六十岁，大多身体康健，
看病花不了几个钱，祖父母、外祖
父母年纪较大，即便没大病，也难
免小病小灾，更需要共济；有的老
人，自己精神头很好，孙子女、外孙
子女正是免疫力较低、常往医院跑
的年纪，老人便想唤醒“沉睡”的医
保个人账户，为子女的小家庭减
负、顺带展现一把“隔辈亲”。因
而，不少市民期盼，医保个人账户家
庭共济的“半径”可以更长些，辐射
到家中的“一老一小”。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今年7月，
国办再次印发文件，要求进一步将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亲属的范
围由配偶、父母、子女扩大至其参加

基本医保的近亲属，包括兄弟姐妹、
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
女，顺应了公众期待。北京市依照
政策要求，让“一大家子”医保实现
共济，既有助于进一步提升职工医
保个人账户资金的使用效率，又契
合中国家庭重亲情重孝道的传统，
能够加深家人之间不分彼此、血浓
于水的亲情。

同样值得期待的是，医保个人
账户资金家庭共济延展的不仅是

“亲缘半径”，还有“空间半径”。按
国家医保局部署，将逐步实现从省
内相同参保地共济到省内跨统筹区
共济，再到2025年全国实现跨省共
济，最终让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充分
活起来、用起来。当然，家庭跨省共
济还需解决地域、城乡间医保差异，
考虑伴侣亲属就医共济等现实需
求，既有赖于个人数据跨省流动畅
通无阻，也有赖于相关配套措施和
保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近年来，医保政策不断优化，老
百姓看病负担逐渐减轻。可以肯定
的是，惠民兜底的原则始终不会变，
对“一老一小”的关爱一直都会在。

医保共济扩容 辐射“亲情”暖意

据《法治日报》报道，近日，天
津市的李先生因手机没电，扫码
租用某景区内“×借”共享充电
宝。过了 1小时 15分钟，李先生
归还充电宝时发现自己竟被扣
20元。他表示：“以前共享充电
宝 1小时收费两三元，这次没想
到涨价这么多，1 小时收 10 元。
而且不满 1小时按 1小时计算。”
不久前，京津冀三地消费者协会
组织发布共享充电宝消费调查结
果，有近六成受访者认为共享充
电宝收费不合理。

共享充电宝创造之初，是为
了与人方便，解人们手机缺电的
燃眉之急；与此同时，开发运营方
也可通过租赁服务获得相应收
益，可谓一举两得。然而，随着共
享充电宝市场规模越来越大，该
领域各类乱象频出。这不仅损害
消费者合法权益，还影响新消费
模式健康发展。

细究之后不难发现，部分共
享充电宝企业的确“背刺”了消费
者。一是共享充电宝“身价”不断
上涨、计费规则不够公平合理。
起初，共享充电宝费用多为1元、
1.5 元每小时，如今，费用多为 4
元起步，价格翻三四倍。不仅如
此，消费者若是迟一秒归还，运营
商则会按照半小时收费。

二是共享充电宝含有隐藏消
费陷阱、违法收集使用信息。消
费者在租借共享充电宝，以及完
成付款操作过程中，莫名被额外
扣费，且运营商也未进行明显提

示和告知，有时甚至会弹出抽奖
页面，让消费者填写手机号码、身
份证号码等敏感个人信息。有业
内人士透露，这些信息很可能被
收集并打包出售给广告主，消费
者则会因此频繁接到各种推销电
话，影响正常生活。

共享充电宝刚出现时，相关
企业通过补贴，让消费者渐渐养
成“出门不带充电宝”的习惯；可
现在，消费者已经养成习惯，企业
则开始通过涨价收割消费者回
本，吃相未免有些难看。当然，消
费者也会权衡利弊，再次养成“出
门随身带充电宝”的习惯。长此
以往，必然会造成消费者与相关
企业双输的局面。

共享充电宝行业乱象频发，

主要在于竞争激烈与运营成本攀
升。研究报告显示，2023年，我
国共享充电宝行业覆盖点位数已
达404万个。激烈竞争之下，共享
充电宝企业便通过涨价、设置消
费陷阱等方式，缓解盈利压力。
当然，也不排除部分企业仍在坚
持以消费者为中心诚信经营。

眼下，相关部门需要制定共
享充电宝行业规范，完善售后服
务；监管部门也应当加大监督力
度，确立清晰的计费标准、合同条
款内容等。

总而言之，坚守“共享”“应
急”初衷，消费者合法权益才能得
到保障，共享充电宝企业才能持
续获得收益，新消费模式才能健
康发展。 评论员 任思凝

超1秒按半小时收费
共享充电宝乱象该管管了

正观新闻：
“挂火车”拍照打卡
安全不能只挂在嘴边

据《都市快报》报道，一名中国女游
客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乘火车时意外从车
上坠落，所幸并无大碍。这样的事故已
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因为火车线路周边
的美景，许多网络旅游攻略宣扬：“挂”着
火车去旅行。

斯里兰卡被许多旅游杂志宣传为“拥
有世界最美火车线的国家”。来斯里兰卡
旅游的朋友，通常对两段火车线路很感兴
趣：一段是穿梭在高山茶园的“高山火车”，
一段是漂浮于大海之上的“海上火车”。不
得不说，“挂火车”拍照，确实容易出片。然
而，美丽的照片背后却隐藏着巨大风险。

“人人讲安全”这句话不能只挂在嘴边，而
应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打卡拍照和自身
安全，孰轻孰重，自不待言。无视安全隐
患，无疑是对自身及他人的不负责任。网
红、博主则要负起社会责任，不要为了流量
利益而“口无遮拦”，而要将风险和安全警
示作为关键词，提醒他人理性谨慎前往。

扬子晚报：
自动驾驶送醉酒者回家：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羊城晚报》报道，当自动驾驶遇上
查酒驾，该如何处理？近日，一条由某博
主发布的关于“车主酒后，由朋友远程代
驾”的短视频在网络上热传。如何对视
频中提及的案例进行定性，成了网友们
热议的话题。

视频显示，一名车主因为醉酒无法
开车，朋友把他安置在副驾位置上，并用
手机 APP 启动车辆送其回家。不可否
认，自动驾驶汽车依靠人工智能、视觉计
算、雷达、监控装置和全球定位系统协同
合作，自动安全操作机动车辆。这给驾
驶人带来便利，也给汽车产业带来变
革。但也要看到，目前无论是技术层面
还是法律层面，都不支持“自动驾驶送醉
酒者回家”。从表面看，功能上支持，但
技术并不稳定，已经发生过酒后使用辅
助驾驶发生撞击致人受伤的事故。在技
术稳定性和法律规定没有同时支撑“自
动驾驶送醉酒者回家”前，我们不应该成
为“冒险者”，因为冒险是要付出代价的。

新华网：
“作业熔断机制”
给孩子成长“松松绑”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苏州工业园
区教育局发布《致园区家长的一封信》：
学校实行“作业熔断机制”，中小学生夜
间一定时间仍未完成作业的，可停止作
业及时就寝，第二天向老师说明情况即
可，未完成部分无需补做。

所谓“作业熔断”，指的是一旦超出规
定的时间，作业便无条件停止。这一举措
毫无疑问是对“双减”政策的强有力呼应，
是教育回归育人本质的关键一步。它以
明确的时间作为界限，强制为孩子的作业
量进行“瘦身”。教育宛如一场漫长的马
拉松，绝非百米冲刺。“作业熔断机制”并
非降低学生的学业要求，而是倡导一种更
为科学、更为合理的教育节奏。它促使教
师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精心规划设计
作业，极力避免重复性、机械性的低效作
业。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让他们学会
合理有效地规划时间，提升学习效率，为
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法治日报》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