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挖掘机蹿红
成“双11”爆款

山东挖掘机的“梗”，使得
山东挖掘机声名远扬。让人想
不到的是，今年“双 11”，山东
挖掘机竟成了预售爆款。

据阿里巴巴统计数据显
示，在天猫“双 11”预售首日，
淘宝微型挖掘机订单数同比增
长近150%，成交量同比增长约
140%，而这些挖掘机中，有9成
都来自山东。

截至11月10日，挖掘机销
售额突破 4亿元，其中线上销
售占比90%以上。

据《上海证券报》

回音：一款“流量明星”横
空出世！

24声“姐姐”
叫回一条命

“姐姐，我们聊一聊？”“姐
姐，我们可以帮助你”……近
日，浙江嘉兴民警一连叫了 24
声“姐姐”，成功地劝说一名企
图自杀的女子放下手中的水果
刀。 据人民网

回音：姐姐，那么多人都在
救你，别做傻事了！

男子盗窃被抓
埋怨队友太“肉”

近日，黑龙江两名男子入
室盗窃先后被抓，之后，一名男
子开启了吐槽模式。他连声抱
怨队友“干活太‘肉’”：“屋里没
啥东西还搁（在）那儿翻！”“翻
个三五分钟就行了呗，他竟然
翻了20分钟！”“把我给气的！”

他这一番话，把民警都逗
笑了。 据《新晚报》

回音：太“肉”？不“肉”伸手
也会被抓！

据《沧州晚报》报道，目前，
市区多个小区安装了人脸识别
系统，不少人对这项技术表示担
忧，追问人脸信息流向何处。

门禁管理需要对身份进行
认定，但很显然，“刷脸”不是唯
一的方式。我国法律规定，人脸
识别的应用，需“征得自然人或
者监护人同意”，这也意味着，除
特殊需要之外，谁都不能强制采

集公民人脸信息。
很明显，人脸作为居民进入

小区的唯一凭证，是对居民个人
权利的侵害。更一进步说，物业
与业主之间是受雇的关系，物业
强制要求业主“刷脸”进小区，怎
么看都有权利凌驾的味道。

公民应珍视“业主”的权利，
维护好个人信息安全，把主动权
掌握在自己手中。

信息保护不能“牛栏关猫”
木须虫

“踩点上班”走红源于“共鸣”
何 勇

乌鲁木齐一女孩是“起床
困难户”，她每天“踩点上班”。
眼看要到打卡的时间了，女孩
一路狂奔，跑出了刘翔的气势。
她的领导发现这件事之后，提
前到单位架起手机，将她狂奔
的姿态录下来发到网上。

据说，为了拍她，同事们每
天早早地来单位上班，他们单
位从此再没有一个人迟到。

女孩是幸运的，她遇到了
一群可爱的、包容的领导和同
事。“踩点上班”之所以走红网
络，是因为我们从她身上看到
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普通上

班族的生活日常。
我们一路狂奔跑到单位打

卡，是因为一旦迟到，就会被扣
钱罚款。而每天早晨都想多睡
一会，才是人之常情。

当然，从安全角度说，女孩
狂奔“踩点上班”的选择不宜鼓
励。早高峰车流量较大，稍不注
意就会发生交通事故。换言之，
女孩狂奔“踩点上班”其实是冒
着生命危险的，非常不安全。

从这个角度说，在寒冷的
冬天，上班族还是尽可能克服
赖床问题，早一点出门，不要一
路狂奔去上班。

“吃得饱”更要“吃得好”

吃“精米白面”如今已成
为很多人的日常饮食习惯，
人们在购买大米时，倾向于
挑选“白、亮、透”的。

中国粮油学会近日发布
《白皮书》称，当前国内稻米
行业存在较为严重的过度加

工问题，导致大米口感降低、
营养失衡等诸多问题。

消费者“吃得饱”，更要
“吃得好”。走出精米白面的
饮食误区，不要挑选过度加
工的稻米。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醉驾司机吵闹3个小时，被依法处理
【事件】
最近，一名满身酒气的司

机于当天 23 时 45 分在渤海新
区被交警拦停。驾车女子拒不
接受检测，吵闹了近 3个小时。
经抽血检测，司机已达到了醉
驾标准，被依法处理。

（11月10日《沧州晚报》）

【留言板】

@境由心生：几个菜啊，喝
成这样！

@等风来：哪怕有盘花生
米，也不至于醉成这样！

@淡然：即使不醉驾，女性
深更半夜在外喝酒也不安全。

@鱼儿：这是“耍”了吗？

@醉花阴：说实话，喝多了
撒酒疯很难看，女士喝多了撒
酒疯更难看！

@雨滴：只有我注意到，交
警凌晨还在值班吗？

@菜花：风里雨里，交警在
深夜的街头等你！

@登宇之狼：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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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支架大幅降价，网友纷
纷点赞。

“昨天，一个支架可以买 6
瓶茅台；今天，一瓶茅台可以买
6 个支架”，这是当天网上最热
门的一个段子。

心脏支架“暴利时代”结束
了，最大的赢家是患者和医保基
金。

就心脏支架来说，其生产成

本其实很低。一款出厂价 3000
元左右的心脏支架，实际生产
成本不到600元。

2011年的一次心血管病学
术会议上，国内心脏病专家胡
大一炮轰心脏支架的滥用：12%
的患者被过度治疗，38%的心脏
支架属于可放可不放。

这场会议上，心脏支架的
成本被一一拆解：一个出厂价
3000 元的心脏支架，卖到医院
的价格为1.15万元，医院售给患
者翻倍至2.7万元；而同类的进
口心脏支架，到岸价6000元，到
医院就成了2.3万元，医院售出
价则在3.8万元上下。

可以想象，患者装一个接近
4万元的进口心脏支架，真正花
在“支架”这个产品上的钱有多
少。

就像新闻中所说的那样，高

值医用耗材里的价格水分就像
水盆里的毛巾，“拎起来就淋水，
根本不用挤”。

经销商压低进货价格、鼓动
医生私下推销，这是以前医疗器
械企业典型的“推广”方式。医院
和医生非法收受的供货商回扣，
最终都会由患者与医保基金来
埋单。

国家集中采购之所以能极
大压缩价格，原因就是省掉了

“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心
脏支架从出厂开始，到最终由医
院销售给患者，价格翻了近 10
倍。

这也透露了某种真相：中间
环节的有关人员挣了不该挣的
钱。

这种状况不可能持久，改革
是必然的。心脏支架暴利时代结
束了，对于厂家来说，这并不是

毁灭性的打击，只是不能再“躺
着赚钱”而已。从另一方面说，这
也将促进企业进一步成长。

企业让利，患者受益，这是
国家带量采购的初衷。

不该拿的钱，医院不能拿；
不该挣的钱，医院不能挣。心脏
支架费用降下来了，社保金可以
用来救助更多的患者。

适当提高医生的手术费，用
手术费来体现医生的医疗技术、
医疗智慧、医疗投入、医疗价值。
医生拿着阳光的合理收入，好过
私底下进行灰色交易。

国家队“灵魂砍价”，真真切
切解决了患者看病贵的问题，这
对广大患者及其家庭来说，是一
重大利好。

“中间商赚差价”是支架暴利主因
本报评论员 向 霞

11月5日，国家第一次高值
医疗耗材集中采购，场上报出最
低价的是山东吉威。原价 1.3万
元的心脏支架，山东吉威开出了
469 元的最低价。与 2019 年相
比，相同企业的相同产品平均降
幅93%。
（据11月9日《沧州晚报》10版）

报
眉
广
告

1
3
9
3
0
7
5
8
4
9
6

医院里的养老院，医院的服务，养老院的收费—沧州泰康医养中医医院
我院长年收住：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及肿瘤后期消耗性病人。我院可提供吸

氧，鼻饲，胃管，尿管，输液，康复等医护服务和吸痰，翻身，拍背等护工服务。
联系方式：15630736820 0317-3519333 王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