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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青年报》

媒体 聚焦

话题热点 一旦正规渠道能降低旅客退票成本，歪门邪道的造假生意自然难有机会

“减肥神药”进医保？
别把惠民善意想歪了

伪造“死亡”证明骗全额退票？
“机票代退”潜藏风险须求解

司美格鲁肽被网友称作“减肥神
药”如今进医保了吗？近日，国家医保
局就这一问题作出回应，称司美格鲁肽
注射液虽然进医保了，但减肥不在支
付范围以内。（4月17日《现代快报》）

司美格鲁肽于2021年4月被纳入
国家医保目录，当时“糖友”们普遍认
为，这是医保送给他们的一份大礼。
很多糖尿病患者需要长期使用包括
司美格鲁肽在内的降糖药，医药费用
负担很重。司美格鲁肽经过医保谈
判代表灵魂砍价之后，远低于海外定
价，再加上纳入医保按比例报销，明
显减轻患者的费用负担。有统计显
示，仅2024年1~2月，司美格鲁肽在全
国医保报销就超过70万人次。

然而，在司美格鲁肽降价之后，
糖尿病患者又面临一种新的烦恼：由
于司美格鲁肽变成了“减肥神药”，有
不少减肥人士和患者争抢这种药，导
致部分糖尿病患者陷入一药难求的
困境。目前司美格鲁肽进医保的旧
闻被翻新，并被宣扬成“减肥神药”进
医保，这让不少减肥者误以为用该药
减肥，医保可以报销。假如这类错误
观念没有得到纠正，抢购“减肥神药”
的现象或将变得更加严重。

司美格鲁肽虽然已被纳入医保，
但是以降糖药而非“减肥神药”的身
份纳入的。《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
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有8类药物不能
医保报销，主要起增强性功能、治疗
脱发、减肥、美容、戒烟、戒酒等“改善
生活状态”的药品就是其中一类。以
此而论，司美格鲁肽作为降糖药使用
可报销，但作为减肥药使用，医保不
能报销。

在司美格鲁肽被纳入医保后，难
免有人会想，自己谎称患有糖尿病，
要求医生开司美格鲁肽，或将医保卡

交给患有糖尿病的亲友代开该药，岂
不可以报销？现在医保部门进一步
明确，这样做涉嫌套取医保基金，可
能受处罚，甚至可能违法。有此想法
的人要当心，别减肥不成反而“摊上
事儿”。

医保部门的回应可以帮助民众
消除错误想法，对套保行为也有吓阻
作用。但司美格鲁肽等降糖药仍面
临混乱的市场形势，尤其是，套保现
象可能随着“减肥神药”进医保传闻
的出现而变得严重，除了预防减肥
者钻空子，还要警惕糖尿病患者售
卖余药、药贩子大量收购和倒卖该药
等现象。

“减肥神药”进医保成为热门话
题，预示着这类药品存在进一步被热
炒的可能。对此，民众切不可误解了
医保惠民的善意。相关部门一方面
要强化针对糖尿病患者的药品供应，
确保正常诊疗不受影响；另一方面则
要针对减肥乱象加大监管力度，确保
该药作为降糖药得到善用，而不是被
当作“减肥神药”滥用。

据媒体报道，目前根据航空公
司的规定，因个人原因退改机票的
费用低则几百元，高的可能要上千
元甚至几千元，而针对乘客“生病”
或“死亡”等特殊原因，会给予全额
退款。个别“代理退票”商家从中
看到“商机”，还有人发帖传授经
验，不惜编造虚假理由骗取航司的
全额退票款。

不少旅客因临时有事无法出
行，就会选择机票退改，航司也有相
应的规则满足旅客非自愿退改诉
求。今年初，部分航司还降低了退
改费率、扩大了免费退改范围，获得
舆论肯定。然而，航司的“全额退
款”政策被一些不良商家盯上，后者
通过在网购平台上打出“机票代退”
服务招揽生意，赚取代理服务费。

这种“机票代退”服务对退票
旅客而言很有诱惑力，只需花费几
百元的退票代理费，就有望拿到几
千元的全额退票费用，看上去很

“划算”。但旅客可能面临退票不
成功的经济风险和个人信息泄露
等不少隐患。

比如，有旅客在付费并提交个人
信息后，商家拖延办理，直到临近起
飞才通知无法退费，导致机票钱被全
额扣掉。即便商家承诺“不成功，不
收费”，但旅客的损失依然不小。

另外，很多旅客不知道的是，
这类商家其实是通过造假方式退
票的，即伪造旅客“生病”或“死亡”
证明，钻航司管理漏洞。这种“被

死亡”不免让人感到晦气，也可能
为旅客以后再在该航司购票带来
不便。换言之，网上所谓的“机票
代退”实际上是一种造假生意。从
法律角度看，一旦案值达到立案标
准，商家可能构成相关犯罪；即便
没有达到立案标准，商家仍可能涉
嫌违反治安管理相关规定。同时，
商家如果伪造相关证明，还可能涉
嫌构成刑法规定的伪造、变造、买
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

目前，有航司已发现这类造假
情况，开始提高就医证明材料门槛，
审核医院资质和执业医生资格等信
息，希望能遏制这种造假生意。这

种造假生意的出现，也提示航司机
票退改服务要进一步优化。一旦正
规渠道能降低旅客退票成本，歪门
邪道的造假生意自然难有机会。

此前，不少网友曾提出希望航
司合理收取退票手续费的建议，有
关管理部门对此回复称，在积极优
化退改规则，将切实提升票务服务
水平。鉴于这种造假生意触碰法
律红线，从相关平台到电商主管部
门，也要强化对“机票代退”的打
假，采取屏蔽关键词、下架违规服
务甚至封店等处置，以净化网络空
间、维护好各方的权益。
据《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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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观视评：
投资近两亿大桥围栏倒塌
是风太大还是“弱不禁风”

据大皖新闻报道，4月 16日，江西
抚州网友发视频称，临川区一投资近2
亿元的大桥围栏大片倒塌，倒塌后的
石材碎片撒落一地。对此，抚州市临
川区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回应称：“可
能是风力太大，把栏杆吹倒了。”

桥梁围栏能大片被风吹倒，还真
是“弱不禁风”，如果真有人不小心撞
上去，究竟能不能起到防护作用？近2
亿元的投资虽然不是全都被用到围栏
上，但质量应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事故桥梁才用了3年多就出现质量问
题，说明其设计或者施工存在漏洞。
老百姓的普遍质疑是一种提醒，基础
设施工程在设计之初，就应该将可能
发生的自然灾害纳入考虑范围，而不
是等着极端天气发生以后再花大价钱
修修补补。强对流天气可能会造成基
础设施受损，但每次受损都应作为一
次质量抽检，由专业人士来查一查、看
一看，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新京报：
除了调来调去
我们的假期还能怎么休？

随着五一假期临近，“五一其实只
放一天假”的话题，持续占据着热搜
榜。不少人对当前的假期调休不满，
表示这样调来调去，并没有增加假日
总数，假期前后还要上三个“六天班”。

除了调来调去，我们的假期还能
怎么休？这无疑已经成为一个颇具现
实意义的公共议题。我国11天公共假
期其实不少，与法国、意大利等国持
平；但我国5~15天的法定带薪休假，总
体时长不占优，且在推进落实层面也
仍存在问题。这些差距，也就是可以
改进的空间。当前可以实现的，首先
就是做好兜底性节假日保障。与此同
时，在全国统一的公共假日基础上，可
以一地一策地探索增加公共假日存量
的可能性。如能将规定进行扩展，使
得我国更多地区都可以因地制宜地增
加其独有的地方性公共假日，无疑将
有效缓解统一休假时间和空间的聚焦
效应，推动旅游消费健康发展。

北京晚报：
酒店电视也要“宾至如归”

4月 16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
合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消费者协会召
开全国酒店电视操作复杂专项治理动
员部署电视电话会，将从开机看电视
直播频道、规范电视信号源和视频点
播业务、超高清升级等多个方面，对全
国各地酒店电视系统进行专项治理。

电视是酒店的硬件标配，但在住
客打开电视的一刻，放映的内容却五
花八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科技司司
长余英称，调研中发现，宾客最多时要
操作 11 次，才能看到电视直播频道。
在考量一个酒店的服务水准时，宾客
能不能舒适地观看直播电视，同睡眠
环境、卫生等级一样重要。宾至如归
是酒店行业的惯用宣传语，如果连看
电视都不能像在家里一样方便，又怎
么算得上“如归”呢？此次专项治理，
希望能充分考虑酒店电视的特殊性，
在最大化方便旅客看电视直播的同
时，又能兼顾酒店信息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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