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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醒

最近，不少读者反映
信件投稿不便（如书写有
困难、去邮局投寄不便、
因寄送时间较长导致稿
件时效性不佳）。为让广
大读者便捷投稿，我们扩
充了投稿渠道，许多版面
右上角都公布了电子邮
箱和QQ群投稿渠道。当
然，您也可扫描下方二维
码，通过微信投稿，且可
以是文字、图片、语音等形
式。微信来稿也会比寄送
平信更容易
获得相应记
者或编辑的
回应。

街谈巷议

随着农村城镇化提速，
很多村办小学合并，不少校
舍场地闲置。据《新华社每
日电讯》报道，近年来，江苏
启东市不断盘活闲置“村
小”，低成本改造成养老院，
当地养老机构近1/4由闲置
校舍改建而来，有效提升了
养老服务供给能力。这样
的举措值得点赞！

把闲置校舍改造成养
老院，成本相对较低，因为
这些学校都是平房，布局
很适合养老，活动空间大，
操场也可以改造利用，有

的学校还有食堂，养老机
构接手就可使用。在老龄
化程度加剧的当下，这样的
模式完全可以复制到其他
地方。推此即彼，一些闲置
村部、厂房以及政府机关关
停的“楼堂馆所”，也可以通
过招标、转让等程序，为养
老所用，以缓解养老服务领
域的用地难题。当然，在
用地性质变更、程序审批
等方面也需要政府部门及
时出台政策予以明确，避
免“踢皮球”。（江苏南通
胡建兵 58岁）

近日，云南昆明一诊
所打出的广告称“普通感
冒，平价输液，会员价 68
元”，引发争议。目前，该
广告牌已按照有关部门
要求撤下。

看病难道也要办会
员了吗？这样的广告“技
巧”委实让人哭笑不得。
输液会员价，不啻一个黑
色幽默。

众 所 周 知 ，医 疗 广
告非常严格，不是想打
就能打的，需要当地卫
健委审批。从相关部门
的要求来看，这个广告
应该是诊所自作主张打
出 来 的 。 诊 所 弄 出 个

“输液会员价”，从表面

上看是为患者着想，可以
节省钱，但背后折射出的
利益先导的商业思维令
人细思极恐。“求财”思维
之下，是不是会发生不需
要输液也让患者输液的
怪事？会不会发生过度
治疗的事？这是很难预
料的，也很难保证其不
会发生。尤其是在“能
肌肉注射就不要静脉注
射”已成医界共识的背景
下，“输液会员价”的曝
光，就如同一封举报信，
上级相关部门应及时针
对有无过度医疗进行深
入的调查，不能只是将广
告牌撤下了事。（浙江温
岭 王军荣 50岁）

闲置校舍改养老院可复制

对App续费陷阱不能惯着
“我以为开通 7 天内

免费，其间取消就不收费
了，结果被直接扣了一年
会员费 98 元。”河南郑州
的吴女士在下载使用某
款修图 App 软件时感觉
被骗，遂找客服申请退
款，客服却以已经使用过
App 为 由 表 示 无 法 退
款。据《法治日报》报道，
当下，“7 天免费试用”“1
元享 7 天”等已成为很多
App 软件招揽用户的重
要手段，用户一不小心就
掉进了自动续费的陷阱。

App 软件以“免费试
用”“低价试用”的伎俩吸

引消费者，实则用默认勾
选或捆绑开通的方式，把
自动续费服务强加到了
用户头上，这无疑是对消
费者权益的侵害，更与
2021年5月1日起施行的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有关要求相悖。对于此种
乱象，既需要广大消费者
敢于较真碰硬，积极维权，
也需要主管部门强化日常
监管，并开展专项整治，让
相关App运营商付出更大
更痛的违法违规成本，坚
决遏制不良商家套路消费
者的冲动。（江苏扬州 卞
广春 62岁）

“输液会员价”如同举报信

伪中医诊所的新套路值得警惕

“蒜薹”还是“蒜苔”？

我是贵报忠实读者，
在 3 月 25 日的“健康”版
读到《4 类人应少吃蒜薹》
一文，让我想起平常看到
的“蒜苔”一词，有的说它
们就是同一个意思，“苔”
是“薹”的简写，有的却说
它们分别指大蒜不同生
长阶段的不同部位。请
问“蒜薹”和“蒜苔”到底
有没有区别？（江西萍乡
张贵和 72岁）

编辑刘惠回复：《现代
汉语词典》（第 7 版）中对

“苔”（tái）的解释为“苔藓
植物”，对“薹”的解释有两
个：一是指薹草，是一种生
长在沼泽、水田里，叶子可
以用来制作蓑衣或斗笠的
草本植物；二是指蒜、韭
菜、油菜等生长到一定阶
段时在中央部分长出的细
长的茎，顶上开花结实，嫩
的可以当蔬菜吃。显然，
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
蔬菜名称应是“蒜薹”而非

“蒜苔”。而且，“苔”并不
是“薹”的简化字，“薹”字
本身没有被简化。平常我
们所见的“蒜苔”一词，属
于以讹传讹的误用。

因 为 每 天 都
有一群背着背篓
的老人搭重庆轨
道交通 4 号线去
市区卖菜，这条线
路也被称为“背篓
专线”。最近有网
友建议，在早晚高
峰时段禁止乘客携带菜筐
等大型物品。对此，重庆
轨道交通方面回应：只要
乘客的行为和物品合规，
就不会干涉。工作人员还
表示，如有乘客发现卖菜
老人带上车的菜有气味、
汁水，弄脏车厢，可来电反
映，地铁配有保洁，工作人
员也会及时处理。

在此，笔者不仅要为

这些自食其力的菜农点
赞，更要为重庆地铁的包
容点赞。背篓虽小，承载
的却是一个个家庭的生
计，也关系到很多市民的
盘中餐。“背篓专线”的存
在以及重庆轨道交通方面
的暖心回应，既彰显了公
共服务的便民情怀，也彰
显了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重庆 赵杰昌 49岁）

“背篓专线”彰显便民情怀

多位脊髓小脑性共济
失调患者反映，自己通过互
联网渠道在某中医诊所接
受了高价诊疗，却没有任何
改善。实际上，被患者投诉
的这些诊所背后都是同一
实控人：北京顺昌盛世医疗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顺昌盛世”）。4 月 1 日，
《新京报》报道了“顺昌盛
世”及其旗下诊所的诸多乱
象，目前部分诊所属地执法
人员已就此展开查处行动。

编造治疗案例、夸大治
疗效果、无医疗资质的客服
为患者提供医疗相关咨询
……乍一看，“顺昌盛世”及
其旗下诊所的把戏并不新

鲜，还是传统医疗欺诈的
“互联网+”模式。但其中
暴露出的一些新动向无疑
值得警惕。

比如，时髦的“种草”营
销方式，已被大量引进到医
疗骗术当中。媒体暗访发
现，这些中医诊所的工作人
员，每人每天的推广任务包
括 20 多篇文章、70 多个视
频等，分别发布在将近 30
个网络平台上。这种广撒
网的洗脑营销方式，就是为
了让更多的人“种草”，增加

“掉坑”的概率。
再如，近年来罕见病患

者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医
疗欺诈也瞄准了这一点，把

罕见病患者当作了欺诈的重
点对象。在骗子们看来，既
然罕见病十分难治，多花钱
和治不好，就可以理解和接
受，这便于他们在收费上漫
天要价、在效果上信口开河。

似乎是明知自己的行
为涉嫌违法违规，“顺昌盛
世”及其员工还研究了一套
方法来逃避追责。譬如尽
量不接待本地患者，问得太
细、顾虑太多的也不接待，
无非是认为此类患者“出
事”后容易找上门；客服所
谓的“严格保存患者的处
方”，甚至连患者本人都不
给，难道不就是让患者因缺
少证据而难以维权？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案
还暴露了医疗欺诈的资本
运作苗头和“集团化作战”
趋势。据报道，“顺昌盛世”
旗下中医诊所达 200多家，
共有 1000多名员工。而在
网络上，笔者赫然查到了某
企业以 5000 万元入资“顺
昌盛世”的消息，美其名曰

“打造中医连锁实力品牌”，
真是讽刺至极。如此大张
旗鼓地以中医之名行欺诈
之实，“顺昌盛世”或许不是
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
个，光靠患者擦亮眼睛是远
远不够的，更需要监管部门
及时调整监督方式，加大执
法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