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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热点 司法机关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统一裁判尺度，无疑为社会提供了明确的指引，有助于形成积极的监督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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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基层门诊报销起付线”
这个建议紧贴民心

瞭望塔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评论员 任思凝

此案中，张某的行为属于典型
的知假买假。他故意拆分订单并
多次小额支付，显然是熟知《食品
安全法》的赔偿规定——赔偿不足
1000 元按 1000 元赔偿。而同一时
期，张某还涉及多起类似打假案
件，这显然不同于普通消费者的消
费习惯。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初衷是让
违法生产经营者承担多倍赔偿，以
示惩罚，并对潜在违法者产生震慑
与警示作用。自1993年《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首次写入惩罚性赔偿条
款以来，《食品安全法》也于2009年
加入了“十倍赔偿”条款。此后，知
假买假现象逐渐增多，呈现出职业
化、专业化等特点，一些人甚至利
用此制度追求不正当利益，导致该
制度陷入争议。其中，有反对者认
为，知假买假者动机不纯，不应被
视为消费者，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
条款。

在司法实践中，对知假买假的
态度也曾存在两个极端。一种是
对知假买假行为全部支持，使部分
生产经营者“小过担大责”；另一种
是完全不支持知假买假，导致违法
生产经营者逃避惩罚性赔偿。这
两种做法都违背了“过罚相当”的
原则。尤其是后者对于知假买假
的“一棍子打死”，不利于激发民众
对食品安全监督的积极性。

因此，要让惩罚性赔偿发挥应
有作用，明确适用标准是关键。此
次最高法提出，以是否超出生活消
费需要作为判断标准，来界定是否
支持购买者的惩罚性赔偿请求，具
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咸鸭
蛋案”中，法院认为，张某购买咸鸭
蛋仍属于生活消费范围，且超市确
实销售了过期食品，因此应视为一
笔交易，并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

当然，如何界定“合理生活消
费范围”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
判断。但总的来说，购买者以食

品不符合标准为由主张惩罚性赔
偿，是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应得
到支持。但同时，也应遵循诚实
信用原则。

司法机关为惩罚性赔偿制度
统一裁判尺度，无疑为社会提供了
明确的指引，有助于形成积极的监
督氛围。然而，要真正确保食品安
全，相关部门还需加大监管力度，
畅通消费者投诉渠道，从而切实维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评论员
周也琪

经济日报：
帮助老年人融入数字时代

生活中时常看到这样的场景：白
发苍苍的老年人拿着手机到处询问

“网约车招手为何不停”“手机支付如
何扫码”等。如今，数字化、智能化已
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少老年人
不仅无法享受其带来的便捷，甚至有
落入网络诈骗陷阱的风险。

2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
提升支付便利性的意见》，强调要聚
焦老年人、外籍来华人员等群体支付
不便问题，加强协同配合，加大必要
的资源投入，多措并举打通服务堵
点。相关机构和部门可适当出台一
些标准化、系统化的“数字反哺”手
册，以帮助老年人加快融入数字化生
活步伐。让老年人跟上数字时代，需
在技术上改造升级，给老年人更多适
应性关怀。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
速，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构建人性
化、舒适温馨的适老环境，才有助于实
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目标。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李东生表
示，目前各地门诊统筹报销起付线标
准不一，建议全面取消乡镇医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门诊统
筹报销起付线，同时构建就医监管机
制，强化医保基金监管，防止医疗资
源浪费。（3月4日中国新闻网）

现行医保政策中，患者就诊时未
达到报销起付线，需要 自 费 ；超 出
起 付 线 的 部 分 ，医 保 基 金 按 规 定
比 例 进 行 报 销 。 如 此 设 置 是 因
为，起付线内由患者自掏腰包，可
以 避 免 小 病 大 看 ，以 及 造 成 医 疗
浪费；起付线外按比例报销，则能减

轻患者经济负担。
然而，由于门诊报销起付线存在

门槛，也让很多经济困难的患者望而
却步，不愿意去医院就诊。如此一来，
就会出现“小病拖成大病”现象，最终
反而加重我国医保基金支出。

现如今，“建议取消基层门诊报销
起付线”的声音出现，无疑是一个积极
信号。这不仅能减少患者医疗支出，
避免“小病拖成大病”，还能引导更多
患者去基层医疗门诊就诊，缓解大型
医院的压力，从而实现医疗资源的合
理分配。

事实上，我国已有不少地方开始
进行尝试。目前，湖北武汉、湖南长沙
等地均已取消门诊统筹报销起付线，
在各地积极尝试下，越来越多的参
保人会在就医过程中逐渐感受到：
门诊报销比例提高了，可选择的医
院增加了，门诊看病就医花的钱更
少了……

只不过，取消基层门诊报销起付
线，虽然是一项利民政策，但也引发了

部分人的担忧——是否会有少数患者
过度诊疗？若是实施，是否会引起医
疗资源浪费，医保基金过度消耗的问
题又该如何解决？

医保基金是民众的“看病钱”“保
命钱”，也正因如此，“取消基层门诊
报销起付线”一旦实施，也应同时出
台防范过度诊疗等配套措施。就如
全国人大代表李东生所言，要构建就
医监管机制，强化医保基金监管，防
止医疗资源浪费，如此才能释放其利
好效应。

当然，基层医疗还需要更多紧贴
民心的好建议。如今，一些基层医疗
机构，还存在配套设施不全、医疗人员
技术水平参差不齐、药品种类不齐全
等问题。而如何让民众就近享受到优
质的医疗服务，亟须引起全社会高度
关注。

总而言之，让民众的“保命钱”用
得好、花得值，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
刃上，才是“建议取消基层门诊报销起
付线”的初衷所在。

分46笔购买46枚过期咸鸭蛋，该怎么赔

人民日报评论：
“新中式”成顶流
传说中的“血脉觉醒”？

如果要问最近流行穿什么，“新
中式”毋庸置疑是最火的。从红毯到
秀场，明星把它当活动“战袍”；社交
平台上，穿搭博主纷纷测评推荐；热
门景区里，许多人着“新中式”拍照打
卡……从小众爱好到爆火出圈。

“新中式”的“新”，是相对于传统
汉服而言的。何谓“新中式”，其实尚
无统一标准。只不过，这并不妨碍人
们形成共识。那些把传统元素与当
下审美潮流相结合的服装，被人们默
契地统一归为“新中式”。或是旗袍、
马褂类的独特版型……不只是服装，

“新中式”的风还刮到家居装潢、奶茶
餐饮、美妆时尚等多个领域，创新着
东方美学的现代表达。传统与时尚
的共舞，也启示我们，只有契合时代、
融入生活，传统文化才能更好传下
去、持续火下去。

红星新闻：
“一个月直播上百场”
教师直播的边界在哪？

据报道，市民邹先生发现网络上
有多名自称老师的博主“发视频吸
粉”，这些老师“工作期间直播，接受
打赏牟利”。其中就有一位来自重庆
市荣昌区某中学的唐老师，一个月直
播超过百场，“一下课就直播”。

近年来，基层教师负担过重频繁
引发关注。不少老师吐槽，与教学无
关事务过多，无法心无旁骛地专注“三
尺讲台”。对比之下，月播超百场，日
播超三场，教师如此“沉迷”直播，不禁
让人怀疑，究竟是精力过人，还是无心
育人？相信这样的事件并不是个案，
当更多教师开始试水直播，面对可能
存在的问题和争议，相关部门有必要
明确底线、立起规矩，对变味的教师直
播坚决说不，不让“三尺讲台”蒙尘，
守护校园一方净土。

媒体 聚焦

据《人民法院报》3月3日报道，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4则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其中一个案例，购买者张
某在两天内两次购买46枚过期咸鸭蛋，分46笔交易结算，起诉要求超市按照每笔交易1000元的赔偿标准，共计赔偿46000
元。法院最终判决超市退还张某46枚咸鸭蛋购物款101.2元，赔偿金按购物款的十倍赔偿1012元。也就是说，将46笔订单
视为一笔交易，适用“退一赔十”赔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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