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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公众需要的是真相，而不是“先声夺人”的表态，官方回应的每一句话都关系着公信力热点 话题

□据《工人日报》

瞭望塔

豪宅里慰问“贫困生”，公信力经不起折腾

买卖药品无码医保不结算
迈出数字化治理关键一步

澎湃新闻：
抢到演唱会票被“收回”
平台犯错责任太轻

7月 1日晚间，猫眼平台无预告释放
周杰伦济南演唱会大量门票，多名用户
成功支付购票。然而约1小时后，平台单
方面取消订单并退款。2日凌晨，猫眼演
出发布情况说明，称工作人员在模拟“二
次开售超大流量”压测过程中误操作。

显然，这又是一场典型的“平台犯
错，用户承担”事件。从平台的补偿措施
来看，200元代金券也让人哭笑不得。毕
竟，想使用这张代金券，前提是抢得到
票。而平台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什么损
失。在演唱会售票领域，平台往往处于绝
对的卖方市场。一些平台日益滋生了傲
慢、霸道的作风，常常漠视消费者的权益，
乃至将自己的过错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失信的成本太低，反过来也助长了平台
的无所谓心态，让类似的错误一犯再
犯。这样的恶性循环，并不利于演唱会
行业的健康发展，是时候建立更加合理
的错责分配、更加平等的对话机制了。

红星新闻：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在榕江洪灾里看见“村超”

7月 1日晚，贵州榕江县被洪水破坏
的“村超”球场，灯光重新点亮。经过两
次洪水来袭，一度淤泥深度达三四十厘
米的足球场，尽管没有了绿茵草坪，但坦
荡如砥。当地表示，将争取原定决赛时
间不变。7月26日，“村超”将烽烟再起。

这其实是榕江此次洪灾后重建秩序
的一个表征。刚过去的6月下旬，4天内
两次洪峰过境，侵袭这座因“村超”赛事
爆红的西南小城，城区多处被淹，数万人
紧急撤离转移。但这座因“村超”走出一
条发展之路的小城并未倒下。于内，自
强坚忍，团结一心；于外，携手渡难，守望
相助。可以说，这是“村超”精神在危难
时刻的赓续。自己带菜刀来做饭的四川
大哥们，带上6000份烩面驱车1500公里
而来的河南大哥……这些善意让人心里
暖烘烘地。不服输、努力干、肯定行，“村
超”塑造出来的这般精神气质，让我们相
信，绿茵场上的人声鼎沸与小城里的烟
火气，很快就会回来。

北京青年报：
为无堂食外卖
全面套上监管紧箍

重庆市《无堂食外卖经营服务规范》
团体标准于7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系全
国首个聚焦无堂食外卖全链条服务的团
体标准。《规范》从准入门槛、场所要求、加
工制作、包装配送等六大环节构建起全链
条监管体系，填补了行业标准的空白。

“无堂食外卖”模式的兴起，对于商户
和消费者都大有好处。这种模式省去了
店面租赁、装修等成本，只需通过线上平
台接单，即可完成食品加工与配送，降低
了创业门槛。另外，“无堂食外卖”具有虚
拟性、隐蔽性等特征，使其监管难度远超
传统餐饮行业。此次出台的《规范》可以
针对性地化解这些监管难点。比如，在准
入环节，明确要求商户必须持有食品经营
许可证并实施“明厨亮灶”，从源头杜绝

“黑作坊”入网。全国首个“无堂食外卖”
团体标准出炉，标志着该行业从野蛮生
长向规范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

近日，福建省莆田市一所小
学发布的一篇慰问宣传文章引发
网友热议，文章中提到，慰问团队
前往一名贫困生家中，送上了书
包、被子等物品。但有网友质疑，
文章中配发的图片显示，该名“贫
困生”家里疑似装修豪华，不像是
条件困难的家庭。

7月2日，北岸经济开发区教
育局工作人员称，该名学生确实
是贫困生，配图中的房子是孩子
的舅舅家。随后，涉事学校发布
情况说明：该生家庭确系农村低
保户，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其母亲
务农维持，日常与其母亲及哥哥
姐姐租住在廉租房内。

一开始，学校工作人员回应
称“慰问的学生并不是贫困生，而
是一名‘特殊学生’”。可没过多
久，教育局介入调查后明确表示，

“该名学生确实是贫困生，配图中
的房子是孩子的舅舅家”。对于
是否为“贫困生”一事，学校与教
育局说法不一致，公众纷纷质疑，
到底谁的话更可信？

教育局回应之后，公众对此
事件的关注度更高了，学校的说
法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从“不是
贫困生”，到改口“该生家庭确系
农村低保户”，短短时间内，说法
大相径庭，这不禁让人怀疑，学校
在回应前，认真核实过情况吗？
是对学生家庭状况本就不了解，

还是沟通环节出了大问题？
若是学校不了解事情全貌，

那为何要急于发声？在与教育局
说法相悖后，又为何迅速更改说
法？是意识到错误后的及时补
救，还是迫于舆论压力的无奈之
举？前后矛盾的回应，不仅消耗
公众信任，更损害学校公信力。

更深层面上，此事也引出另
一个关键问题——作为官方主
体，在未知全貌时，到底该不该急
着回应？

开弓没有回头箭，官方回应
的每一句话都关系着公信力。
本质上，公众需要的是真相，而
不是“先声夺人”的表态。学校
一开始急于回应，却传达了错误
信息，反而让舆论越闹越大。与

其这样，不如先成立专门小组，
快速梳理事件脉络，与当事人、
参与活动的老师充分沟通，等把
事情前因后果搞清楚了，再统一
口径对外说明。

另外，学校相关人员的专业
能力也需要打上一个问号。在豪
宅里面给贫困生送温暖，没觉得
不合理吗？考虑到公众的感受了
吗？没有想到发布之后会引起相
应舆情吗？毕竟，帮扶资源有限，
看到照片与“贫困生”身份不符，
公众的质疑自然会被激发出来。

希望经此一“风波”，各方都
能吸取教训，让爱心帮扶之路走
得更稳、更顺，真正温暖那些需要
帮助的孩子和家庭。
评论员 任思凝

7月1日起，医保定点医药机构
在销售药品时，必须按要求扫药品
追溯码后方可进行医保基金结算，
如不扫码销售药品，医保基金将拒
付；2026年 1月 1日起，所有医药机
构都要实现药品追溯码全量采集
上传。

今年3月，国家医保局、人社部、
卫健委、药监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加强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
伤保险领域采集应用的通知》，其中
明确规定：自2025年7月1日起，销
售环节需按要求扫码后，方可进行
医保基金结算。如今这一政策正式
落地，我国医保监管迈出了数字化
治理的关键一步。

药品追溯码作为药品的“电子
身份证”，核心价值在于其唯一性和
全流程可追溯性。一盒药品的追溯
码仅对应一次扫码销售记录，若重

复出现，系统便会自动识别假药、回
流药或串换销售等违规行为。这种

“技术+规则”的双重约束，以技术
手段构建起药品生产、流通、销售
的全链条监管网络，在保障用药安
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等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

近年来，药品追溯码在医保目
录谈判、集中带量采购中已得到充
分应用，然而部分医疗机构在销售
环节仍存在药品“空刷套刷”、骗保
等行为，导致医保基金流失。如今
追溯码系统向销售环节覆盖，使得
每笔医保结算都与药品的真实流向
挂钩，形成了精准打击违规操作的

“数据铁笼”。
对于消费者而言，药品追溯码

提供了更透明的信息查询渠道。
买药过程中，消费者扫码即可获
取药品生产日期、流通路径等全
流程数据，避免买到临期、过期或
来源不明的药品，从而实现“买得
明白、用得放心”。这种公众参与
式监管，既增强了消费者的维权
意识，也形成了社会共治的良性
循环。对医药机构而言，这一政
策的落地实施倒逼其规范作业流

程，强化主体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药饮

片、院内制剂等暂未纳入强制扫码
范围；对此前已采购的无追溯码药
品，列入“无码库”管理，暂可进行医
保结算——这些都体现了监管的弹
性与充分的现实考量。

政策全面落地过程中，可能面
临的一些现实挑战也不容忽视。比
如，部分医疗机构在追溯码采集、上
传环节可能存在操作不规范问题，
拆零药品的追溯码管理需细化规则
等。对此，监管部门需加强培训与
指导，完善技术接口，确保政策执行
不打折扣。

药品追溯码制度的实施，是数
字化时代医药监管的生动实践。技
术手段升级的背后，是监管理念的
创新。买卖药品要扫码，无码医保
不结算——当“码上监管”全链条全
流程覆盖，药品安全将更有保障，医
保基金将更加安全，患者权益也将
得到更坚实守护。期待这一制度的
全面应用，让“透明药监、智慧医保”
的愿景更好照进现实，进一步助力
健康中国行动，推动医药行业高质
量发展。

涉事学校发布的家访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