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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天价”月饼
□李咏瑾

近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联合发布《关于遏制“天价”月
饼、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
告》，强调要针对“天价”月饼暴
露的突出问题进行预防和整
治， 特别是对单价超过 500 元
的盒装月饼实行重点监管。

关于“天价”月饼，虽然早有
禁令，但乱象仍存。据媒体报道，
临近中秋，个别企业花样翻新地
炒作月饼价格。 既然单价超过
500元的月饼要受重点监管，那
么 499.9 元便成为许多高端月
饼的通用价；有的月饼虽然定价
低于 500元，然而每盒运费高达
600元，实付总价比起调价以前
并没有降低； 还有某些豪华酒
店、高端超市以及电商暗中实行
“阴阳价格”，成为“天价”月饼屡
禁不止的温床。

“天价”月饼为何难以“自
降身价”？ 近年来，某些月饼商

家不在食品风味和文化内涵上
好好下功夫， 只顾挖掘这一节
庆食品的营销噱头。 豪华包装
层出不穷， 奢侈馅料令人瞠目
结舌， 硬生生将月饼从原本惠
及普罗大众的“食品经济”炒作
为某种一年痛赚一回的“礼品
经济”。 种种乱象不但助长了奢
靡浪费， 甚至可能异化成为腐
败载体。 在增加消费者经济负
担的同时， 还造成了资源的无
谓消耗， 与绿色环保理念背道
而驰。 还有部分月饼品牌与知
名文化 IP 合作，共同打造文创
月饼系列产品， 这本是助推文
化发展的双赢项目， 但过度的
包装与虚高的价格让文创的内
涵随之变味， 竭泽而渔式的割
韭菜行径最终损害的只是品牌
的清誉。

近年来， 消费者们用口碑
投票，价格虚高的“天价”月饼
早就步入了市场的“窄门”。 相
关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 从最
近几年的市场销售情况来看，
单价 200 元以下的盒装月饼销

售占比达 80%以上，单价 500 元
以上占比约 1%。 这也说明，近年
来国家通过持续整顿“天价”月
饼等，引导整个市场消费更加趋
于理性、健康、有序。今年中秋节
前夕，多部门联合出台遏制“天
价”月饼的公告，也将促进整个
月饼行业规范、良性发展。

如何彻底消灭“天价”月饼
的生存空间？ 首先，需要进一步
消除消费市场上还存在的追求
品牌、 热衷攀比的不良风潮，通
过引导消费者理智地选购价廉
物美的商品，让“月饼经济”重回
原有常识和节庆纯朴风貌；其
次，通过协同发挥各方面的监管
力量，进一步规范月饼市场产供
销全链条环节， 建立健全预防、
监督和惩处相结合的有效监管
机制，从而堵住漏洞、扫清死角。
此外，还应支持行业组织发挥行
业自律作用，进一步完善制定相
关的行业规范，鼓励社会各界进
行有效的监督，以治理“天价”月
饼为切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
社会氛围。 ⑤2

给扰民式健身划出“带电”的红线。
———某地一健走队逼停车辆，无视红

绿灯行走，毫无疑问已经突破了最基本的
群己权界，涉嫌扰乱公共秩序，也给城市
带来交通安全隐患，对此必须予以制止和
引导，为扰民行为划出“带电”的红线。 央
广网对此作如上评论。

干了一辈子果园工， 还是第一次遇
到按颗采摘、包装和销售的葡萄，价格可
不得了———每颗要卖到 6 至 8 元！

——广东茂名市信宜水口镇的葡萄
园里,果园工老梁说，他正在采摘的这种
马斯卡丁葡萄染色体比一般葡萄多一
对，其生长特性、种植工艺和其他品种不
兼容，且逐颗采摘包装难以量产，所以劳
动力成本太高。

我们“巡逻队”成立后，二季度用电
就比去年节约了 6800 度！

——今年 6 月起，深圳福田区政府
大楼成立了一支节能“巡逻队”，早晚各
巡逻一次，早查关窗保冷，晚查关灯关
空调。 该“巡逻队”领队吴进彪说，目的
就是提醒干部职工形成减碳的生活理
念。 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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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关键在“合”
□申少铁

发展居家社区医养结合
服务、推动机构深入开展医养
结合服务、 完善支持政策、多
渠道引才育才……前不久，国
家卫生健康委等 11 个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
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结合
我国老龄人口特点、家庭发展
趋势等新情况，瞄准医养结合
的难点堵点，提出多项政策措
施。 这是对现实问题、群众关
切的积极回应，也是具有前瞻
性的应对举措。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问
题，通过医养结合来应对这一
挑战， 是许多国家的共同选
择。 从我国的老龄化特征看，
不仅人口规模大， 发展速度
快，而且持续时间长，发展不
平衡，老年人健康问题比较突
出，医养结合无疑是社会刚性
需求。截至 2021 年底，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超 2 亿人，占总
人口 14.2%， 预计到 2025 年，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将达到
2.21 亿。 这意味着，医养结合
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加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
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医养结
合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医养
结合机构数量和服务质量明
显提升。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
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两
证齐全的医养结合机构达

6492 家， 共有床位 175 万个，
养老机构以不同形式提供医疗
服务的比例超过 90%。不过，医
养结合还存在供给不足、 服务
质量不高、成本高、专业人才缺
乏等问题， 需要结合我国的文
化传统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
实际逐步加以解决。

从养老的传统看，进一步提
升医养结合服务质量，首先要提
高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性。我国
大部分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有
慢病、高龄、失能、半失能等行动
不便、需要照料的老人，也集中
在社区。 现阶段，应重点提高居
家和社区医养结合服务质量。一
方面， 要鼓励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乡镇卫生院、养老服务机构
等在社区（乡镇）设立医养结合
服务设施，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将
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家庭，将上门
医疗服务向养老机构拓展。另一
方面，可通过“互联网 + 医疗健
康”“互联网 +护理服务”等创新
方式，让老年人不出社区（乡镇）
即能享受服务。

从医养结合的发展历程看，
要在优化服务衔接方面下更大
功夫，进一步促进政策衔接、资
源共享和服务融合。 长期以来，
我国的医疗健康和养老服务分
别由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机构
提供，政策制定和监督管理职能
分散于卫生、 民政等多个部门。

推进医养结合，需要把各方面的
资源整合起来， 协同提供服务。
比如，医疗卫生机构可以在养老
机构中设立医疗服务站点，提供
嵌入式医疗卫生服务；养老机构
可以改造和增加护理型床位和
设施，增强内设医疗卫生机构服
务能力， 与医疗卫生机构开展
签约合作， 为老人提供预约就
诊绿色通道等医疗服务。 只有推
动医疗、康复、护理、养老服务更
好实现资源共享、 服务衔接，医
养结合服务质量才能不断迈上
新台阶。

推进医养结合，是优化老年
健康和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举
措， 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增
强老年人获得感和满意度的重
要途径。 医养结合，关键在合，不
仅要求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也
意味着要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
观念，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
健康服务。 坚持正确发展方向，
着力破解难点堵点问题，推动医
养有机衔接， 促进医养结合发
展，定能推动医养结合服务更加
专业规范、质优价廉、多元可持
续，更好满足老年人健康和养老
服务需求，帮助他们过上更有品
质的晚年生活。 ⑤2

网红路牌
“我喜欢乐山， 更喜欢这座城市的

你”“我在宁波很想你”“我在南宁很想
你”……日前，一系列“浪漫风”路牌在
多地出现，在很多年轻人中掀起拍照打
卡热。 近来，已有不少网红路牌因设置
在城市道路上涉嫌违规被拆除。

要是这种“小清新”路牌竖在一个
景区的内部道路，成为年轻人拍照打卡
点，为景区多带来一点人气，未尝不是
一个好创意，但设置在城市道路，性质
就完全变了，玩笑未免开大了。其一，城
市道路命名以及路牌设置是一件非常
严肃的事情，儿戏不得。 道路名称需要
地方政府批准，路牌名称、汉字拼音和
样式需要地名办审定，路牌竖立的具体
位置也有规范要求，这意味着任何个人
都无权私自设置。 其二，路牌功能在于
方便使用，不能胡搞。 当以娱乐化方式
解构路牌之风愈演愈烈，不但破坏路牌
的指位功能， 也给城市管理制造混乱，
给百姓生活带来困惑。

由此说开去，在为城市新开辟的市
政道路命名时， 倒是可以多花一点心
思，取一个清新脱俗、有文艺范的名字，
为城市增添浪漫气息，提升人们对城市
的认知、认同。 ⑤2

（连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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