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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言观社

家庭共济提升家庭共济提升
居民医保获得感居民医保获得感

■张玉胜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7日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建立

健全职工基本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

制的措施，拓宽个人账户资金使用

范围，减轻群众医疗负担。会议指

出，允许家庭成员共济，可用于支付

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以及在定点零

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

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费用，探索用于

家属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等个人

缴费。

相较于此前对医保个人账户必

须用于参保者本人的门诊看病和购

药支出，而不得随意转借他人的“硬

性”限制，此次“允许家庭成员共济”

的制度松绑，显然不无放开、灵活、

共享的积极意义。诚如前些年一些

省市的先行先试备受舆论关注一

样，此次在全国推开更契合了亿万

民众的福祉诉求。深度解析此举，

其多赢效应显而易见。

首先，家庭共济契合医保本

质。医疗保险的本质特征就是参保

者在患病时可以得到互济与补偿。

虽然医保个人账户的设置初衷是要

保障参保者本人的门诊看病和购药

支出，但对于包括父母、配偶、子女

在内的“一家人”来说，他们却是血

脉相连和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属社会大家庭中的一个细胞单位。

将医保个人账户用于家庭共济，同

样符合“互济”精神，而且对于整个

社会的医保体系，此举也并不构成

任何伤害。

其次，家庭共济彰显医保公

平。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尽管每个

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相对应的医保归

类，但因其医保标准和身体状况并

不相同，会导致医保个人账户的资

金使用情况差别很大。大部分健康

人群的个人账户大量结余，而少部

分年老、体弱人群的个人账户却入

不敷出、个人负担沉重，这不尽合

理。实行家庭共济，就可以有效调

剂“贫富”差距，也算是促进了家庭

成员间的医保公平。

其三，家庭共济放大保健功

能。医保的直接功效就是看病保

健。由于家庭成员间具有彼此照

应、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血亲关

联，其每一成员的健康状况都牵动

家人的心，关乎到全家福祉。更何

况，大多家庭的“钱袋子”都是有分

有合，“一人住院、全家凑钱”更成为

家庭常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把职

工个人账户上的资金让渡于家人使

用，就是在间接保障自己的健康。

毕竟父母生病需要子女照顾、丈夫

健康少不了妻子关心，每个人的健

康都不可或缺。家庭共济可以最大

限度地发挥其保健功能。

解读家庭共济的涵义，实际上

就意味着把全家每个人的个人账户

资金汇拢到一个池子里集中使用，

这既可确保其用于就医的医保属性

不变，还可有效规避医保资金沉淀，

同时也不会带来任何浪费的风险。

家庭共济也等于赋予了每个参保人

更多的选择权利，这势必有助于提

升家庭成员的医保获得感。

■李英锋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围绕更大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稳就业保民生，确

定了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具体举措，其

中就包括支持扩大内需，合理放宽旅游

民宿等市场准入。

放管服改革的春风给民宿行业带来

了新的机遇，也极大地提振了民宿市场

的发展信心。

近年来，民宿市场虽搭上了旅游业的

快车，一度发展迅猛，但也遭遇了发展瓶颈

——准入门槛过高。很多地方都参照旅馆

行业审批民宿经营申请，民宿经营者往往

需要办理卫生许可、特种行业许可、消防及

食品经营许可、营业执照等多项手续，一些

潜在的经营者因此犹豫退缩，更多的经营者

则干脆无证无照经营，开起了“黑民宿”，在

治安、消防、卫生、环境等方面存有很多隐

患，极易侵犯消费者权益，引发争议纠纷。

合理放宽民宿市场准入，意味着简

化准入条件，降低准入的程序门槛和实

质门槛，减少准入的综合成本，能够激发

民宿市场的活力，把更多民宿经营主体

拉入规范发展的轨道。实际上，一些地

方已经在放宽民宿市场准入方面先行先

试。今年3月，海南省对《海南省乡村民

宿管理办法》进行全面修订，明确乡村民

宿的开办实行承诺即入的备案登记制

度。这种改革思路具有很强的示范意

义，值得进一步总结和推广。

需要强调的是，放开民宿市场准入

闸门非常容易，难的是怎样在“放”的同

时防止“乱”、实现“治”，怎样通过放水养

出更多有特色、有规矩、有质量的“鱼”。

笔者以为，总体而言，民宿市场需要“宽

进严管”，“宽进”是民宿市场发展的引

擎，“严管”则是民宿市场有序发展的保

障。按照治理逻辑和实践经验，一个行

业的“宽进”必须配套“严管”，才能取得

更好的改革成效和发展实效。

所谓“严”，不是盲目地严。一者，应

该给民宿一个清晰的法律定位，解决民宿

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市场主体、应该按照

什么标准来经营和监管的问题。实际上，

民宿业不同于传统的旅馆业，具有家庭

化、个性化、灵活化特征，理应给民宿业制

定低于旅馆业的经营标准。另外，农村民

宿和城市民宿在基础设施、周边环境、经

营特色、经营限制、服务等方面也有区别，

应分别制定农村民宿标准和城市民宿标

准；二者，即便放宽市场准入，甚至全面实

行承诺即入制或备案登记制，有关保护相

邻权即住改商征求有利害关系业主同意

的条件也应保留，有关消费者人身健康、

安全以及疾病防控、生态环境保护等经营

事项依然应该被列为日常重点监督事项、

必须达标项；三者，可按照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市场监管、公安、卫健、应急管理

（消防）、文旅等部门应分别制定事后监管

的责任清单，对民宿市场主体承诺、备案、

登记事项进行跟踪检查、评估，发现问题

应立即要求经营者及时整改；问题严重

的，则责令经营者限期停业整顿；停业整

顿后仍不达标的，则应予以取缔。

各相关部门应建立健全民宿市场主

体征信系统，把监管部门检查、评估、处

罚、受理处置消费者投诉举报情况以及

消费者的评价等信息纳入征信系统，并

可仿效餐饮业监管的经验，对民宿市场

主体的经营服务状况、诚信表现通过笑

脸、平脸、哭脸在网上和实体经营场所进

行动态标记，更好地保障消费者的知情

权、自主选择权，也对经营者形成倒逼。

事前准入放宽，事后监管到位，政府

有为才能与有效市场建立良性的配置调

整关系，才能优化民宿市场治理体系，推

动民宿市场健康发展。

背景：
近日，河北省衡水市邻近县的县级

高中提前让初三学生到校学习的新闻引

起舆论关注。

据报道，在学生和家长没同意的情

况下，河北省保定市蠡县多所学校的部

分初三学生接到通知，被要求去当地县

级高中“集中学习”，这些要被送走的学

生成绩位于全县前400名。

对此，一些家长和当地教育局的意

见产生了分歧。有家长质疑：“去哪儿上

高中是我们的自由，强制孩子去县级高

中有什么依据？”当地教育局则称：“蠡县

生源外流太严重了，这么做就是为了留

住生源。”当地教育部门还表示，学生到

县级高中上课都是自愿的，如果不习惯

随时可以回原学校。

@静函：县级高中让初三学生提前到

校学习，这涉嫌违规提前招生，也涉嫌侵

犯学生的选择权。但这样的事件也引出

了教育领域存在的另一个问题：“超级中

学”强势抢生源和“县级高中塌陷”。

@康康观世界：高中不是义务教育，

孩子和家长有选择在哪里上学的权利和

自由。学校和教育系统可以引导学生上

本地高中，但是不能强制，更不能以摊派

任务的形式责难老师。不过，我们也应

看到，“超级中学”的野蛮生长，对县级高

中产生虹吸效应，造成师资和生源的流

失，也严重破坏教育生态。在河北省，不

单是蠡县，石家庄、廊坊、邯郸、邢台等地

区都纷纷出台生源保护措施，对抗某些

“超级中学”的冲击。

@大树成长营：“县级高中塌陷”现

象，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但在不同省份的显现程度不同。据统

计，全国2000多个县容纳了全国一半以

上的学生，县城中学的发展在一地可持

续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托底作用。同时，

县域经济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更离

不开巩固和振兴县域普通高中这个基

础和前提。

@熊丙奇：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

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对办学方

向、教育投入、学校建设、教师队伍、教育

生态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地方，要依

法依规追究当地政府和主要领导责

任。这强调了地方政府建设良好教育

生态的责任。遏制“超级高中”掐尖，振

兴县级高中，推进县省域内基础教育均

衡发展，是地方政府发展教育的首要职

责。而落实这一职责，就要从禁止“超

级高中”的掐尖招生做起。遏制了这一

现象，县级高中提前抢人的荒诞景象自

然也能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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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何缘何““进院难进院难””

日前，一组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第三季度，

2018—2019年纳入国家医

保目录的治疗肿瘤创新

药，在 1420 家样本医院

中，进院比例约为25%。这

组数据引发了关于“创新

药进医院难”的热议。

专家表示，相较于临

床时间长的药品，新上市

的创新药进院时会耗费更

多时间，是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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