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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店售价比线上贵近三倍，综合治理才能猛药去疴

　　据《健康时报》此
前报道，在社交平台上，
“药店药品价格比网上
卖得贵三四倍”“感冒
花费 2000 元”等相关话
题频频引发讨论。
　　现如今，药店的高
价药品常常让人叫苦不
迭，但碍于药品作为生
病时的刚需，人们往往
只能花钱买个心安。不
少药店正是抓住了人们
对药品的即时需求性，
更是明目张胆地抬高药
价，以至于出现线下药
店售价比线上贵三倍的
荒唐事。药品作为一种
特殊商品，直接关系到
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其价格的合理性尤为重
要，如今药品市场的一
些乱象，值得我们警惕

和深思。
　　诚然，由于线下和
线上药店的经营模式不
同，二者之间存在价格
差异本就合乎情理。一
方面，实体药店常常驻
扎在人流量较多的地
段，还需要雇佣具备药
品知识的工作人员，店
铺租金和人工成本自然
会比较高。另一方面，
线上店铺不需要过多的
运营成本，并且一般都
是厂商直发，大多采取
薄利多销的方式，在此
背景下，价格自然会被
压低。此消彼长之下，
线下药店比线上售价更
贵，似乎也说得过去。
　　但贵也应该有个限
度，而不是毫无根据地
漫天要价。尽管根据价

格法规定，除麻醉药品
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实行
政府定价管理外，其他
药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
价，即药店有权自行
决定销售价格。然而自
行定价也需要符合市场
规律，在合理区间内进
行适当提高。否则，就
会涉嫌违反药品管理法
规定的“药品经营企业
和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公
平、合理和诚实信用、
质价相符的原则制定价
格”等行为。
　　药品本是附有公益
属性的特殊商品，然而
如今不少药店的商业气
息却盖过了药味。某个
关于药店商业化过重的
段子如是说：古人的药
铺上挂的是“但愿世上

无疾苦，宁可架上药生
尘”，而如今许多药店
的门口却是横幅一拉，
“会员积分买十送二，
消费满 58 送鸡蛋”。尽
管药店以盈利为目的本
无可厚非，但部分药店
药品定价过高，甚至有
药店为了获得更多利润
和毛利率，“擦边”销
售其不具备资质售卖的
处方药物。这显然与医
者仁心有所出入，也与
正常的市场行为相去甚
远。
　　为此，只有各方综
合治理才能药到病除。
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
对药品市场的监管，建
立更加透明的价格体
系，明确药品的合理涨
价区间，并严厉惩处各

种不正当的药品销售行
为。同时，引导和鼓励
药品零售企业落实主体
责任，通过正当竞争降
低成本，为消费者提供
质优价廉的药品。此外，
消费者也应该“货比三
家”，提高自身鉴别能
力，对于价格虚高的药
品进行举报，坚决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健康所系，生命相
托。药品关乎到千家万
户的切身需求，绝不能
在商业化的裹挟下变了
质。只有各方及时高度
关注，一同推进线下药
品价格的合理整改，才
能创建风清气正的医药
市场环境。

■陈奇

治理“性别失衡”还须多管齐下

　　1 月 17 日，国家统
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年
末全国人口（包括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
包括居住在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
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140967 万人，比上年
末减少 208 万人。从性
别构成看，男性人口
72032 万人，女性人口
68935 万人，总人口性
别比为 104.49（以女性
为 100）。（1 月 17 日 
中国青年网）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
指活产男婴数与活产女
婴数的比值，通常用女
婴数量为 100 时所对应
的男婴数来表示，正常
情况下，出生性别比是
由生物学规律决定的，

保持在 103—107 之间。
出生人口性别比在中国
已持续 30 多年超出正
常水平，2004 年达到最
高峰的 121.2，一些省
份达 130，直到 2009 年
才开始下降。2023 年底
全国男性人口 72032 万
人，女性人口 68935 万
人，总人口性别比为
104.49 ∶ 100。按照总人
口数量来计算，中国大
陆男性比女性多出 3097
万人。特别是农村男多
女少，这也是彩礼坐地
起价、居高不下的原因
之一。
　　对于出生人口性别
比升高的原因，更多是
部分社会成员对男孩
的偏好以及“养儿防
老”“传宗接代”等传
统观念所致。同时，B

超、DNA 等检测技术的
进步，也使得人为选择
生育性别从意愿变成现
实。
　　如何改变出生人口
性别比失衡的现象？笔
者认为，各地各责任部
门要“软硬兼施、狠抓
落实”。
　　首先要加强宣传教
育，提高女性的社会地
位，使人们认识人口性
别比严重失衡的后果，
切实改变“重男轻女”
的观念，努力在全社会
营造“生男生女都一样”
的舆论氛围。对于性别
失衡的重灾区农村，各
级政府应该加快提高农
村生产力水平，走机械
化、现代农业之路，减
轻因高强度体力劳动而
产生的男孩偏好。

　　同时，要继续开展
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和
“圆梦女孩志愿行动”， 
采取教育、经济、法律、
行政等综合手段为生女
孩家庭解除后顾之忧。
如浙江出台《浙江省社
会养老服务促进条例》，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
在社会养老服务中，负
有托底和提供基本养老
公共服务等职责，为推
动家庭养老为主逐步向
社会养老过渡开了个好
头。
　　要搭建数据共享平
台，建立出生性别比预
警机制。卫生健康、公
安、司法、检察等相关
责任部门，还要进一步
加大出生人口性别比综
合治理力度，打击“非
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

别”和“非医学需要的
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
娠”。
　　此外，可借鉴国际
经验，推动“非法鉴定
胎儿性别”入刑。如韩
国 20 多年前也与中国一
样面临严重性别失衡的
问题，但 1997 年已恢复
正常。其中重要原因是，
其 1994 年通过立法，
将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入
刑。在韩国，医生若透
露胎儿性别，最高面临
三年有期徒刑，1000 万
韩元罚款。
　　男女比例协调，是
社会之福。社会性别平
等，是文明之举。新常
态下的文明人，应当为
实现男女平等、社会和
谐共同努力。

■王红峰

年终总结莫忘给问题“一席之地”
　　岁末年终，各地区
各部门各单位都在进行
工作总结。盘点过去一
年，部署新的一年，以
便提高认识、明确方向，
做好来年的工作。
　　年终总结贵在实事
求是。一份高质量的年
终总结，既是对一年来
工作情况、实践活动的
认真梳理分析的过程，
又是总结经验、汲取教
训、开拓思路、提升效
能的过程。因此，各单
位部门在撰写年终总结
的时候，既要肯定成绩，
对干部职工的辛勤付出
给予肯定，以鼓舞士气，

激发大家干事创业的热
情；更要总结经验，汲
取教训，让来年工作少
走弯路。
　　然后在极个别单位
部门，年终总结却几乎
是成绩唱“独角戏”，
而问题往往没有了一席
之地。造成大段落、大
篇幅，浓彩重抹总结成
绩，更有甚者，一些单
位部门为了彰显个人政
绩，更是不惜“添油加
醋”“无中生有”，编
做法、编台账、编成效，
无限放大甚至虚构出工
作成绩。而对于问题，
要么蜻蜓点水、一笔带

过，要么选择忽略甚至
“省略”。
　　成绩不说跑不了，
问题不说不得了。一些
单位和部门为何不愿意
给问题一席之地？主要
还是政绩观出现偏差。
一些领导干部把年终总
结作为向上级展示个人
政绩的重要渠道，认为
一旦暴露了问题，说明
自己“工作不行”“能
力不足”，让上级领导
看到或听到了影响对单
位或个人的“印象”，
对单位评先树优、个人
提拔重用会带来不利影
响。于是他们处处回避

问题，即使一些问题确
实回避不了，也就尽量
往小里说，往轻里说。
　　懂得反省，才是最
大的智慧。任何一项工
作，都可能遇到问题，
认真分析这些问题，总
结出可借鉴的经验教
训，这对自己和同志吸
取教训，避免犯类似的
错误，无疑是很有必要
的。因此，一个单位部
门，在年终总结时，一
定要给问题一席之地，
只有强化问题意识、坚
持问题导向，才能让年
终总结发挥“年终体检”
的作用。只有全面客观

地展现成绩与不足，并
对问题积极地寻求解决
方案，才能真正赢得群
众的认可。
　　要让各部门单位在
撰写年终总结时，能主
动给问题一席之地，上
级部门在考核单位部门
时，也要对理性对待下
级单位部门主动找出来
的问题。让他们明白，
关注问题、思考问题，
并不是找别扭、煞风景，
而是事业发展的真需
要、转变作风的必修课。

■江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