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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以法律为剑、监管为盾，构建多方联动的治理网络，最大限度阻止“救命药”沦为“要命药”热点 话题

□评论员 王亚平

瞭望塔

溺水悲剧不该“年复一年”
资源错配谁来纠偏？

涨价282倍被罚3.55亿元
哄抬药价就该“稳准狠”打击

北京青年报：
反诈手册升级
折射治理模式转型

据公安部刑侦局官方通报，为应对
当前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电信网络诈
骗手法，公安部刑侦局、国家反诈中心根
据最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形势特
点，编写了《2025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
传手册》，正式向社会发布。

手册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电诈套路
拆解+核心反诈提示”的形式，为群众打
造触手可及的“防诈盾牌”。从被动应
对到主动防御，从单兵作战到协同治
理，这一举措标志着反诈工作进入全新
阶段。反诈工作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
需要个体的警觉，更依赖社会系统的协
同运转。技术防御升级是一场攻防拉
锯战。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已呈现全球
化、产业化特征，而手册展现的治理逻
辑——即以技术创新为矛、以系统协同
为盾、以公众教育为基——或可为全球
反诈事业提供启示。当政府、企业、公
众形成合力时，那张无形的反诈之网必
将越织越密。

北京晚报：
“看手相断病”
体检还是算命

据北京广播电视台报道，在河北燕
郊养老的汤女士日前接到北京某医院免
费体检邀请。到了现场，工作人员竟给
汤女士看起了手相，断定她有糖尿病并
向其推荐打 7针共 4000元的胎盘素，并

“抢”走手机分多笔刷走1800元。经交涉
后，目前院方已退款。

坑老骗老的名头很多，路数相差无
几。所谓的免费体检、车接车送、看手相、
AI中医体检等，都是向老人推销高价服务
的垫场表演。虽然套路一环连一环，其实
处处露马脚。比如诊断糖尿病要靠数据
说话，哪能看手相目测出来？即便真患有
糖尿病，打胎盘素能有什么效果？看手相
诊断糖尿病的荒唐戏码，照出一些医疗机
构的贪婪，也照出老人钱袋子被精准围猎
的现实。对一些医疗机构常态化的“免费
体检”，监管部门应当重点监控，从源头上
加以预防。老人也要提高分辨力，越是

“免费”项目越要留神。

极目新闻：
李雪琴公司财务有无问题
不妨让法律说话

据红星新闻报道，18日，网友实名举
报李雪琴公司财务问题引发热议，李雪琴
工作室发布律师声明并回应：“法院见。”
声明中表示不存在任何财务税务问题。

6月 17日深夜，网友“老谢同学之你
谢哥”发布微博，其自称“曾是李雪琴公
司（北京十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股
东”，实名举报该公司财务问题，引发全
网关注，多个相关话题登上热搜。事情
到底如何，目前并没有定论，双方各有说
法。但可以肯定，真相凭的不是声音大
小，而是需要证据说话。网络是个舆论
场，比较复杂，各方既有各方的利益，也
有各方的算计。但是，在网络发表言论，
应该遵守法律的规定，不能侵害他人合
法权益，遵守法律规定，否则有可能惹上
官司，最终也有可能付出代价。对网友
来说，不能偏听偏信。毕竟，法律自会给
出答案，不必由舆论来断案。

暑假还没开始，多地已接连传
来儿童溺亡的噩耗。6月 8日，广西
柳州 3名儿童结伴外出游玩落水溺
亡；6月 16日，河南许昌鄢陵县 3名
小学生湖中捞鱼时溺水，2人救治无
效死亡。

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破
碎的家庭与戛然而止的童年。

这些逝去的生命提醒我们：是
时候思考该如何给孩子们一个健
康、安全且自由的假期。

在教育内卷的当下，孩子们的
生活被各类补习班、兴趣班填满，大
多数家长都希望假期他们能摆脱
沉重的学业负担，去拥抱自然、探
索世界。但自由不意味着放任，既
不能沉浸在手机电脑的虚拟世界

里无法自拔，也不能放任孩子在危
险中裸奔。

家长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
人，父母忙于生计，老人精力不济，
危险就容易乘虚而入，水塘、河流、
小区的景观池、喷泉、积水坑等都有
可能是“隐形杀手”，这些水域要么
警示不到位，要么没有专业救生力
量驻守，对于天性亲水的孩子来说，
自身安全意识不强加上监护缺位，
悲剧如影随形。

资源错配的深层困境也需要看
到和打破。无论城市或农村，一方
面游泳馆动辄上百元的门票将工薪
家庭拒之门外；另一方面公益性亲
水设施近乎空白，防溺水教育大多
停留在发放宣传单的形式主义，缺
乏实操模拟与技能培训。

我们无法为孩子清除所有的危
险，但可以竭尽全力形成保护网。

大自然有其壮丽，也有其风
险。家长们对孩子的出行安全教育
要贯穿始终；相关部门强制排查与隔
离危险区域，组织志愿者进行安全提
醒和劝导；完善青少年户外活动、夏

令营等行业安全标准和准入门槛。
提供丰富安全的运动娱乐设

施。有数据显示，全国中小学体育
场地面积占全国体育场地总面积近
40%，假期学校大门紧闭，需求饥渴
与体育设施沉睡形成鲜明对比。

今年5月，广州出台办法，推动
公办中小学、鼓励民办学校体育场
馆向社会开放，符合开放条件的学
校，其室外操场、球场、田径场跑道
场地可向公众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此前，江苏盐城等地学校体育场馆
也官宣对外开放。

随着暑假即将来临，若有越来
越多学校体育场馆可以向学生开
放，配合精细化的管理措施，让校园
围墙内的跑道、球筐等资源对接需
求，远比锁在铁门后生锈更有价值。

是时候打破沉默与侥幸心理，
做好功课、选对方式，将鼓励走出去
与确保安全有保障二者并重，让孩
子们真正收获健康、快乐与成长。

用制度与责任构筑起坚实的防
线，莫让儿童溺水成为年复一年的
社会之痛。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6
月13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发布了关于地塞米松磷酸钠原
料药垄断协议案行政处罚决定
书。处罚决定书显示，4家企业
因达成并实施地塞米松磷酸钠
原料药价格垄断协议，最终被罚
没款合计 3.55亿元，此外组织者
郭某某个人被顶格罚款 500 万
元，4家药企的4名责任人各被罚
60万元。据公开信息，上述药品
价 格 曾 从 每 支 0.35 元 暴 涨 至
98.76元，涨幅高达282倍。

地塞米松磷酸钠是一种原
料药，被广泛用于抗炎、抗过敏、
免疫抑制等用途。上述罚单背后
的细节令人震惊，4家药企因垄断
地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价格，导
致该药品价格从每支0.35元暴涨
至98.76元，涨幅高达282倍。这
意味着许多患者因药价飞涨而增
加了经济负担，医保基金也可能
为此遭受一定损失。

药品是守护生命安全的一
道重要屏障，却被个别药企异化
为“吸血的利刃”，折射出三大困
境。首先，法律威慑力不足。反
垄断法对药品垄断的处罚上限为
企业销售额的 10%，远低于其攫
取的暴利。其次，受害者救济机
制缺位。高价购药的患者、额外
支出的医保部门都难以追回损
失。最后，刑事责任追究存在模

糊地带。垄断行为导致的间接健
康损害很难被纳入刑责范围，法
律制裁呈现一定的“软肋”。

破解医药价格不合理“狂
飙”现象，需构建立体化惩戒防
御体系。立法层面，完善反垄断
领域的法规法条，增设类似“民
生必需品垄断加重处罚”的条
款，将罚款比例进一步提升，并
考虑引入“行业禁入”制度，加大
对蠢蠢欲动者的震慑力度。执
法层面，对导致老百姓产生健康
损害等行为，要形成司法高压。
行业治理层面，建立完善原料药
动态监测平台，压缩少数企业垄
断供应链并进行“暗箱操作”的
可能性等。

值得警惕的是，此次事件并
非孤例。涉事企业之一在近年
来因涉嫌垄断等原因已被连续
处罚多次。此外，从醋酸氟轻松
到卡莫司汀，原料药垄断案频
发，暴露行业存在诸多漏洞。唯
有将法律威慑、技术监管与行业
重构相结合，下力气斩断操控药
品定价的黑手，才能保障“救命
药”回归治病救人的本质。

遏制哄抬药价，是一场关乎
生命安全的战役。以法律为剑、
监管为盾，构建多方联动的治理
网络，最大限度阻止“救命药”沦
为“要命药”——这不仅是对市
场规则的捍卫，更是对生命伦理
的守护。 据《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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