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人民网》报道，近日，人社部召开专题发布
会。新闻发言人卢爱红宣布，全国所有省级异地就医
结算系统、所有统筹地区均已实现与国家异地就医
结算系统的对接，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的“高速路”已经修通，不必再先行垫资再回参保地
报销。

人社部交出的“成绩单”，充分说明“没有想不
到，只有办不到；只要想去做，一定有进步”。自从去
年底摁下“快进键”，现在“全国联网和跨省异地就医

结算工作进展顺利，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联通各
地”。数据显示，已实现跨省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
4 . 1万人次，基金支付5 . 6亿元，平均为每人次患者减
少垫付1 .36万元——— 成绩实实在在。

在短时间内就实现了跨省异地就医快速联网结
算，成绩必须给予肯定。但从公众期待来看，跨省异
地就医还可以做得更“简”。目前，跨省异地就医要想
直接结算，要经过“三步走”的程序：先备案、选定点、
持卡就医。就拿备案来说，有时不胜其繁。比如，本次
国庆黄金周，有数据称将有7亿多人成为游客，这么
大规模的流动，如果人在路上生病，需要异地就医怎
么办？这时的备案，恐怕就是“拦路虎”。

真正的跨省异地就医，就应该是“全国漫游”，应
该是“一证在手、走遍天下”，轻轻松松看病，轻轻松
松报销。而且这个证应该是身份证，不必再携带其他
证件。现代人已经成了“证奴”，有着各种各样的卡和

证。其实，所有的卡和证，都可以归结到身份证上来，
所有信息都可以通过身份证号查询。对此，有些地方
已经进行了探索。笔者老家在扬州农村，前段时间母
亲看病，走的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程序，就是通过身
份证直接报销。

现在，不要说“一证在手、走遍天下”，就连“全国
漫游”，也遭到了否定。有关方面表示，跨省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并不意味着医保实现了全国漫游，而且还
给出了理由。理由是，“如果医保全国漫游，必然会在
一定程度上导致无序就医”。意思是，全国漫游之后，
大家会拥到大城市去看病，而且无序会增加就医人
员的总体负担，不仅仅是医疗费用的负担，异地就医
还包括交通、食宿、看护的费用等。其实这些费用，本
身就体现了遴选，病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有多少人
愿意多花钱、多花精力，“越过大半个中国去看病？”
而且，明明优质医疗在大城市，让小城市和农村人

“原地看病”，合理吗？照此逻辑，如果在大城市干活
的农民工生了急病和大病，还非得赶回家乡治疗？

无序就医和加剧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其实完全
可以通过技术来解决。最怕的其实还是利益问题。早
有分析指出，医保“全国漫游”难，主要难在平衡各地
利益，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涉及“参保地”与“就医地”
间利益的重新调整。实现医保“全国漫游”，确实会给
大城市增加一定负担，但中小城市特别是农村大量
年轻劳动力来到大城市就业创业，这难道不是给大
城市创造价值吗？这些人年老后回去养老，中小城市
和农村会不会也感到吃亏？

在公众心中，跨省异地就医就应该等同于医保
“全国漫游”，在国际上，“全国漫游”也是主流。因此，
跨省异地就医何必“留几手”，既然摁下了“快进键”，
那就不如顺应民意、痛下决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据《新华每日电讯》近日报道，最近，一条代驾
新骗局的帖子经由多地公安官方微博、微信的转
发火了。据警方透露，一些人员冒充代驾司机送乘
客回家，途中套取乘客个人信息，故意制造交通事
故“做局”，最后索要高额钱财。众多网民表示有共
鸣，也曾被“黑代驾”坑过。

“酒后找代驾”已经成国人消费习惯。一组数据
或可为其佐证：去年全国代驾行业总订单已超2 . 53
亿单，总产值达154亿元；2017年上半年中国互联网
代驾市场规模更是高达29 . 65亿元。但与之相对应
的却是由管理失范导致的乱象丛生，比如漫天要
价、盗窃财物、违规驾驶、肇事逃逸等。

代驾乱象的背后，规范滞后和监管缺位当属
根本原因。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行业门槛过
低，从业人员的驾驶水平参差不齐，部分人员素质
较低；二是行业管理缺乏应有的规章制度；三是对
代驾司机缺乏必需的职业培训和操守规定，违章
行驶导致事故频发。

遏制代驾乱象，必须从严格监管入手。比如，拟
制行业标准。为从业者制定无犯罪、无酗酒、无交通
违法等不良记录的基本门槛，通过严格培训和笔
试面试等考核环节，考察其驾驶技能与经验，并要
求其必须遵循相应的职业规范与职业伦理；明确
主管部门，发挥行业协会功能，践行“专业人做专业
事”的价值追求；对违规经营的代驾人员和疏于管
理的代驾公司，实施严肃的违法处罚和责任追究，
不能让违法者逍遥法外。

长达90多页的考核指标体系，51个一级指标、
113个二级指标，加分扣分标准纷繁……在基层，
有些考核量化指标清单多、标准过细，甚至详细得
让不少干部感到困惑。考核本应遵循科学的方法，
防止“材料旅行”，否则形式会拖累落实。

考核是个技术活，既要发挥实效，调动领导干
部的积极性，又要确保实现考准考实，确实不易。
有时看似文件充实了，却给基层造成巨大的负担，

基层为了考核疲于奔命，就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发
挥主观能动性，为群众排忧解难。

基层干部本就辛苦，考核不单是为了出个文
件，更要注重过程运行、结果分析，既要看到基层
的落实结果、也要关注应对考核的过程要素，确保
考核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实惠，严厉打击混任务、应
付考核、数据造假等违规违纪行为。
（9月26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漫画 张建辉）

据《华商报》报道，狂犬病究竟有多么大的
危害？距离我们又有多近呢？西安市疾控中心提
示，预防狂犬病关键在清除传染源，因此，广大
养犬市民是预防控制狂犬病的重要责任人，要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科学养犬，积极依法、主动
登记注册，主动给犬免疫。

2007年，在国际狂犬病控制联盟的倡议下，世
界卫生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及美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等共同发起，确定每年的9月28日是“世
界狂犬病日”，各国纷纷开展相应宣传活动。今
天，我们关注“预防狂犬病”，说到底还是应该首
先给人治病，这就需要几根约束人的链子。

第一根链子：制度的约束链子。狂犬病是人
被患狂犬病的狗、猫等动物或带有狂犬病毒的
动物咬伤，导致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人患了狂犬
病会出现一系列精神症状，表现为高度恐惧、狂
躁不安、恐水、怕风、怕光、怕声响等症状。人患
本病大都是由于被狂犬病动物咬伤所致，一旦
发病，死亡率几乎100%。由此来看，就需要完全
推行养殖宠物的备案制度，还需要限制养殖宠
物的数量。一个家庭不能养殖太多的宠物，在数
量上必须进行限制。

第二根链子：文明的约束链子。导致人被犬
只咬伤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很多家庭不给犬只佩
戴链子，尤其是一些大型犬只，等到发狂的时候，

就连主人的话也不听了。这个时候，如果连一根
遛狗的链子都没有，发生危险的可能性更大。携
带犬只等到公共场所游玩，拴上约束的链子必须
成为底线管理制度。这需要给市民拴上文明约束
的链子，违反规定就要严肃处理。

第三根链子：医疗的约束链子。在发生了被
犬只咬伤情况之后，最有效的预防就是注射狂
犬病疫苗。尽管说，狂犬病疫苗的水平越来越
高，但是也不能否认市场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一
些劣质狂犬病疫苗还存在，一些过期的狂犬病
疫苗也仍在违规使用。虽然说，被犬只咬伤注射
狂犬病疫苗并非就可以是“万事大吉”了，并非
是“一定不会发生问题”的，可是确保狂犬病疫
苗的注射效果，依然是预防狂犬病最有效的办
法。这就需要加大对医疗单位的管理，确保狂犬
病疫苗是安全有效的。

第四根链子：处置的约束链子。由于狂犬
病毒在动物体内可存活很长时间，对扑杀的疯
狗进行剥皮、食用，也可能被传染狂犬病。所
以，对扑杀的疯狗千万不能剥皮、食用，或乱
丢乱扔，更不能拿到市场上去卖，而是必须焚
烧或挖坑深埋，防止其他动物刨土啃尸扩大污
染。对其他扑杀的疯病动物，也要同样处理，
不能心存侥幸。只有在处置环节多些科学态
度，才能减少风险的发生。

据《北京日报》近日报道，从今年起，清华大学
的本科生将不只拥有学业成绩单，还将迎来一份
专用于记录创新创业、社会工作、学术科研、竞赛
比赛、志愿公益等经历的“第二成绩单”。

能够进入同一所大学的学生，在应试能力上
并没有鲜明的差异，但有的学生能够在考试中脱
颖而出，却表达能力欠佳；有的学生尽管考试成绩
不够理想，却很有表演才能；有的学生尽管考试成
绩位居中等，却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发表了诸多
的文学作品。

“第二成绩单”的初衷，在于让评价机制更加
全面、更有“准头”。创新创业方兴未艾，那种只要会
考试、能够拿高分就能得到一切的“成功捷径”，正
在发生改变。大多数高考状元的职业成就并不突
出，生动地说明应试能力只是一种能力，擅长考试
者难以在职场“赢者通吃”。在一个改革与创新的
时代里，如果依然保持单一的评价机制，大学生难
免会遭遇市场的“滑铁卢”。

“北大清华都不如胆子大”，企业家王健林先
生这句引发争议的话语，实际上也隐伏着“学历不
如能力”的价值认同。毕竟，再耀眼的考试分数，再
自以为是的人才，早晚都要接受市场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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