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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平 台 要 自 设“ 红 线 ”

内容平台乱象频仍，归根到底一句话：都是流量生意在作祟。眼下，

34家平台企业整改期限将至，平台企业应抓紧自查。再不能让包括视频、

网文在内的内容平台种下“歪脖树”，危害年轻人。

瞒“豹”事件敲响安全警钟
常 理

盼
门
诊
费
跨
省
份
直
算
加
速

张
川
川

本版编辑 马洪超 原 洋 投稿邮箱 mzjjgc@163.com

完善审计法“体检”又“治病”
曾金华

修正完善审计法，对推进审计监督全覆盖，更好发挥审计作用意义重大。通过审

计“利齿”的严格监督，促进提高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效率，使有限财政资金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把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

家 具 市 场 亟 待 对 接 养 老 产 业
邓为民

动物出逃，本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近年来公共场所安全事

故却时有发生。相关管理部门应引起高度重视，从有关事件中

吸取经验教训，切实加大监管力度，防范可能发生的危险事故。

为这样的“瘦身”点赞
刘道伟作（新华社发）

5 月 13 日，是 34 家平台企业限期整改

的截止日期，但某些企业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错在哪里。比如，“粉丝倒奶”事件虽

被主管部门痛批，相关企业也道歉整改，

“饭圈”乱象更是陷入人人喊打的境地。然

而，这一切究竟是简单的策划失误，还是内

容平台对自身主体责任的长期忽视？迄今，

笔者并未看到明确答案。

内容平台乱象频仍，先不要简单“甩

锅”年轻人。虽然有些年轻人着实让人“看

不懂”：他们不仅舍得把价值上百万元的牛

奶倒进下水道，还吃得起一碗 3000 元的鱼

汤面，甚至理个头发也要花上 13620元。可

转过脸来，他们又热衷于“17 元吃垮海底

捞”，还嫌店家不让打包……巨大的行为反

差在一些热门短视频等平台上时常流传，且

很受追捧。凡此种种，在笔者看来，无论粉

丝还是博主既不是真抠门，也不是真有钱，

就连爱心可能也是表演……归根到底一句

话：都是流量生意在作祟。

不信，你看——随着白花花的牛奶倒进

下水道的每一分钱，顺着一根看不见的利益

管道，最终可能爬进了“饭圈”产业链和视

频平台的腰包。你以为博主们 3000 元一碗

的鱼汤面是自己埋单？才不是。据说由于众

多网民的观看和点赞，某炫富博主从平台获

取的收益已超千万元。“17 元吃垮海底捞”

也是假的，要流量才是真的。

种种乱象背后，都有视频平台的身影。

不管是那些长视频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

都是近年来用户群体猛增的内容平台。可惜

的是，海量用户没有让平台感受到沉甸甸的

责任，反而助长了他们对流量无止境的

追求。

不同于销售商品和服务的电商平台，视

频平台还生产、传播内容，兼具思想塑造功

能。部分视频平台端上的“饭菜”里盛满了爱

慕虚荣、铺张浪费、弄虚作假，长期吃这种

“精神食粮”的年轻人如何能建立正确的三

观？所以，不该仅仅指责部分粉丝，他们只是

看多了低俗浮夸、享受奢侈。

我国高度重视对平台企业的监管和规范。

4月 13日，市场监管总局、网信办等部门召集

34 家互联网平台企业召开了行政指导会，提

出了“5 个严防”“5 个确保”（严防资本无序

扩张，确保经济社会安全；严防垄断失序，确

保市场公平竞争；严防技术扼杀，确保行业创

新发展；严防规则算法滥用，确保各方合法权

益；严防系统封闭，确保生态开放共享），限

期一个月整改到位。然而，从目前来看，这5条

红线尚未涵盖平台企业的全部违规行为，导

致部分内容平台还没有意识到自身问题，或

心存侥幸，明知故犯。

事实上，对于视频平台如何经营，国家

早有明文规定。例如，2007 年有关部门颁

布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第六

条即指出“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应当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正

确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建设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遵守社会主义道德规

范”。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对于内容平台

企业来说，除了“5 个严防”和“5 个确

保”，还应再自设一条红线：严防平台传播

错误导向、违背公序良俗，确保信息内容传

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行不悖。

眼 下 ， 整 改 期 限 将 至 ， 平 台 企 业 应

抓紧自查。看平台内容传播效果，究竟

是迎合低俗，还是激发人民为美好生活

而努力的斗志。总之，再不能让包括视

频 、 网 文 在

内 的 内 容 平

台 种 下 “ 歪

脖树”，危害

年轻人。

近日，国家医保局和

财政部联合发布了 《关于

加快推进门诊费用跨省直

接结算工作的通知》，确立

了今后两年有关工作目标

和重点，为进一步完善异

地就医结算制度，满足人

民群众对门诊费用跨省份

直接结算的急切期盼制定

了进度表，增强了政策推

进的紧迫感。

推进门诊费用跨省份

直 接 结 算 ， 是 民 之 所 望 ，

施政所向。随着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特别

是 户 籍 制 度 改 革 不 断 推

进，我国人口流动日益频

繁。根据最新发布的 202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

国流动人口规模大约为 3.76

亿，其中 1.25 亿为跨省份

流动人口。群众跨省份异

地就医的需求量很大，异

地就医报销时间长、垫资

负担重、往返奔波苦，一

直 是 困 扰 群 众 的 老 大 难

问题。

4 月份，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 《关于建立健全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

障机制的指导意见》，将普

通门诊费用纳入到了医保

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对异

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提出

了 更 高 要 求 。 按 照 《意

见》 要求，国家医保局将

在 3年内完成制度转轨，这

意味着门诊异地就医费用

直接结算也需要在 3年内实

现 。 从 政 策 衔 接 角 度 考

虑，各级医保部门亟需增

强工作紧迫感。

实际上，普通门诊费用跨省份直接结算试点工作

在 2018 年就已启动，首批试点覆盖了 15 个省 （区、

市）。截至目前，已经有 27个省 （区、市） 开展了普通

门诊费用 （不含门诊慢特病） 跨省份直接结算试运

行。但是 2018 年至今，各试点省 （区、市） 试点覆盖

范围和提供门诊费用跨省份直接结算服务的定点医疗

机构十分有限。根据国家医保局数据，截至 2020 年

底，全国开通门诊费用跨省份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

构刚刚突破 1 万家，而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数在 2019

年底就已超过100万家，政策推进力度仍待加大。

加快推进门诊费用跨省份直接结算工作，需注意

做好两项工作。

一是需要正视医保基金收支的地区间差异，解决

好地区间利益平衡问题。推进医疗费用跨省份直接结

算的困难之一在于平衡地区间利益。目前，我国医保

是以地市级统筹为主，每个统筹区都有自己的医保筹

资机制、保障范围和报销标准。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

同，导致医保筹资水平、支付水平和基金收支状况存

在差异。异地就医结算可能会使医保基金资源向发达

地区集中，加剧地区间差距。为做好制度衔接和减轻

推进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阻力，需要尽早研究解决医

保基金在地区间的平衡问题。

二是需要尽快完善医保管理信息系统，解决好技

术保障问题。门诊费用结算次数多、结算量大、时效

性高，对医保管理信息系统的承载力、运算能力都提

出了更高要求。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2019 年全国定

点医疗机构诊治人次为 87 亿，其中 97%为门诊诊疗。

在时效性方面，住院病人只要在住院期内完成与医院

的费用结算即可，而门诊费用结算要求即时完成。除

了对医保管理信息系统性能有更高要求，门诊费用跨

省份直接结算也需要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管理信息系

统。在前期试点工作的开展中，医保局已经初步建立

起了国家层面的异地就医结算系统，为了适应新的工

作任务要求需要做好系统优化升级和加强系统集成。

当然，推进门诊费用跨省份直接结算，应注意及

时总结经验，促进政策优化，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者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百人
计划研究员）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

共和国审计法 （修正草案）》。草案保持审计基本

制度不变，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扩展审计范围，

强化审计监督手段，增强审计监督的独立性和公

信力。

修正完善审计法，对推进审计监督全覆盖，

更好发挥审计作用意义重大。特别是在当前财政

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下，通过审计“利齿”的严

格监督，促进提高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效率，使

有限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把每一分钱

用在刀刃上。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其运行

涉及政治、经济、民生等方方面面。要发挥好

财政的作用，除了财政自身的制度建设、规范

运行之外，审计至关重要。作为党和国家监督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对国家财政收支及

相关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是国家财产“看门人”、经济安全“守

护者”。

近年来，审计机关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受到社

会高度关注。比如，深化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审

计，持续加大对财政存量、政府债务、转移支

付、专项资金、“三公”经费等的审计力度，促进

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

度，保障公共资金安全高效使用。特别是去年以来

实施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是宏观调控一项重要创

新，能否合规高效分配使用资金、实现惠企利民，

成为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在财政部门建立全覆

盖、全链条监控系统的同时，审计署开展专项审

计，实行数据分析全覆盖和现场审计全覆盖，增强

审计监督时效，促进了直达资金的及时拨付、精准

使用、安全高效。

新形势下，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做好常态化

“经济体检”工作，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修正草案）》，增加了对除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外的其

他重大公共工程项目、国有资源、国有资产、公共

资金和地方银行等进行审计监督的规定。这是推进

审计全覆盖的一个重要举措，只有对管理使用公共

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相关地方、部门和企

事业单位无一遗漏、无一例外、全面覆盖，才能更

好地形成常态化、动态化震慑。

仅查出问题还不够，切实整改才能实现审计的

根本目的。草案明确要求，被审计单位应按规定时

间整改审计查出问题，审计机关应对整改情况进行

跟踪检查，对拒不整改或整改时弄虚作假的依法追

究责任。只有扎实做好审计整改工作，坚持问题导

向，严肃责任追究，强化结果运用，加强相关长效

机制建设，才能够在“体检”的同时实现“治病”

效果。

公安部近日表示，6月1日起，优化驾驶证考试内容和程序。小型自动挡汽车科目

二考试取消“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项目，考试由5项减少为4项，更加贴近实际驾车操

作要求，减轻考生考试负担。据悉，公安部交管局推出“我为群众办实事”公安交管12

项便利措施，进一步提升交管服务便利化。职能部门这种认真倾听民意、与时俱进改

进管理服务举措的做法，是实打实地为民服务，值得点赞。 （时 锋）

瞒“豹”终于瞒不住了——日前，

因“金钱豹外逃事件”涉嫌犯罪，杭州

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依法对杭州野生动

物世界有限公司相关人员立案调查。

此次瞒“豹”事件，让人匪夷所

思。3 只豹子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从

“戒备森严”的动物世界公司逃脱？漏

“豹”之后，园区为何竟敢瞒“豹”？

在科技手段如此发达的今天，为何还

有一只豹子“失踪”了近 20 天未被

捕获？

杭州市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对此

次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由此暴

露出来的问题也逐渐清晰。一是杭州市

野生动物世界存在严重管理漏洞。饲养

人员在交接班的时候并没有严格按照流

程进行，违反操作规定，导致 3只豹子

逃脱；二是当事单位法律及安全意识淡

薄。事故发生后，园方担心影响“五

一”节假日客流量，选择瞒报。更令人

气愤的是，在相关部门的一再问询下，

园方依然矢口否认，企图蒙混过关，性

质十分恶劣。

无论是在安全生产还是在公共安全

等任何领域，漏报、瞒报都是大忌。此

次事件发生在人员出行密集的节日期

间，有不少网友称，还在周边的山上游

玩过。最后一只漏网的金钱豹也正是被

当地居民看到后，才及时反映给有关部

门的。对于金钱豹这种凶猛的野生动

物，如果在园外和人“遭遇”，后果不

堪设想。

动物出逃，本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但近年来动物园、景区、游乐场等公共

场所安全事故却时有发生。这些场所本

是游客享受快乐时光的地方，一旦相关

安全防范不到位，发生危险伤及游客人

身安全，那就会酿成事故。

瞒“豹”事件敲响了一记警钟。景

区等公共场所及相关管理部门应引起高

度重视，从有关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

切实加大监管力度，通过科技、人力等

手段提升安全防护能力，并完善应急机

制，防范可能发生的危险事故。同时，

对于任何领域、任何单位出现的瞒报行

为，都要严查严办，及时公之于众，以

儆效尤。

作为安全运营主体，动物园、游乐

场所更要认识到，确保游客生命安全是

压倒一切的责任。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这

种只认“金钱”不认“豹”的行为，看

似耍了小聪明，但实际上却在后期造成

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损失，也给当地

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各地景区、游乐

场所等都要引以为戒，时刻绷紧安全运

营这根弦。

在各地家具市场上，各种风格款式

的家具琳琅满目，不仅成人家具令人目

不暇接，各式可爱俏皮的儿童家具也应

有尽有。但是，要是问问销售员可有适

合老人的家具，除了少量适老家具外，

他们往往推荐不出更多适合老人年龄特

点、生理结构的适老家具。

老年人到一定年纪后，行动上难免

磕磕碰碰，这就要求家具不能“棱角分

明”，以免老人磕到碰到后受伤。人们

普遍使用的弹簧床，也并不适合腰肌劳

损的老年人。再有，现在一些沙发既软

又低，老人坐下容易起身难。这就要求

生产厂家从家具的材质、款式设计等方

面进行人性化考虑，设计与中青年人家

具不一样的高度、材质，更好满足老年

人的要求。

我国社会老龄化速度在加快，对适

老家具需求旺盛。那么，为什么市场上

却难觅适老家具呢？首先，在厂家眼

里，老年人群中存在相当一部分精打细

算的“弱消费者”，适老家具市场利润

不大。可是，这样一来，部分中青年人

想向父母尽孝，为老人度身打造适老家

具，也失去选择机会。其次，一些生产

企业虽然看到了适老家具的市场前景，

但在人才队伍的建设和研制经费的投入

上远远不够。再者，哪怕适老家具产品

众多，如果没有经过精细的市场调研，

了解老年客户的真实需求，会存在一定

的市场风险，这也会影响一部分厂家的

生产积极性。

相比其他年龄段的人，老年人特

别 是 高 龄 老 人 ， 他 们 在 家 里 的 时 间

最 长 。 所 以 ， 使 用 适 合 老 人 特 点 的

家 具 ， 不 仅 可 以 预 防 意 外 的 发 生 ，

也 可 大 大 提 高 老 人 晚 年 的 生 活 质

量 。 从 一 定 意 义 上 说 ， 适 老 家 具 的

发 展 趋 势 也 与 我 国 养 老 产 业 的 未 来

息 息 相 关 。 适 老 家 具 不 应 该 被 遗

忘 ， 期 待 相 关 部 门 和 生 产 厂 家 能 对

其给予更多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