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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互联网+社会服务”更惠民

社会服务事关民生福祉，运
用互联网手段扩大高质量供给，
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有效
举措。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七部门出台《关于促进“互联
网+社会服务”发展的意见》，从
顶层设计层面明确发展目标、作
出战略规划，助力“互联网+社会
服务”驶入发展快车道。

近年来，借助互联网信息技
术的深度应用，社会服务的方式
和途径不断优化。比如，申报个
人所得税专项扣除无需窗口排
队，下载APP填报大大提升了办
事效率；通过在线医疗平台问
诊、挂号、预约检查，足不出户直
接与医生对话。实践表明，发展
“互联网+社会服务”给群众带来
了极大便利。也正因此，从“十
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将“在线

教育普惠行动”“健康中国信息
服务行动”等列入优先行动，到
各地积极推进智慧城市、智慧社
区建设，通过互联网技术提升社
会服务水平，已经成为共识。此
次出台的意见，将进一步推动社
会服务更加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多元化、协同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必须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国家
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推动
“互联网+社会服务”发展，是落
实这一要求的重要体现。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持续改善，对文
化、旅游、体育、医疗等领域的需
求也日益丰富，如何解决社会服
务资源相对短缺、优质服务资源
供给不足的问题?这就需要在实

践中创新理念，用好互联网等技
术手段。“互联网+”不仅能够带
来优质生产要素的倍增效应，实
现资源放大利用、共享复用，也
能够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拓
展管理与服务的智慧化应用。
瞄准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积极
创新工作方法，也是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

借助“互联网+”，实现优质
社会服务资源下沉、扩大辐射覆
盖范围，是推动社会服务均等
化、可及性的有效办法。前不
久，哈医大二院心血管病医院运
用5G网络的大带宽、低延时优
势，同时对远在400公里外的伊
春市林业中心医院、牡丹江市第
二人民医院和双鸭山人民医院
三家医院，进行了远程精准介入
支架植入手术指导。这样的成

功案例不断出现，为解决城乡、
区域间优质社会服务资源配置
不均衡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
方案。当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已
经成为基础设施，进一步用好这
些基础设施，让更多人分享数字
化建设的成果、共享便捷高效的
社会服务，方能跑出美好生活的
“加速度”。

“互联网+社会服务”发展壮
大，既是更好惠及人民群众的过
程，也是有效培育新业态、激发
新动能的过程。以技术创新驱
动产品创新、应用创新，拓展了
便捷化、智能化、个性化、时尚化
的社会服务消费空间，在此过程
中，新技术的应用场景不断涌
现，市场的蛋糕越做越大。以在
线教育为例，《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9年6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
规模达2.32亿；有机构预测，相
关市场规模将在未来几年进一
步扩大。技术的日趋成熟，打开
了产业空间，为我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作为成长中的新生事物，
“互联网+社会服务”在发展中也
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发展不平
衡的状况尚未消除，数字安全和
个人隐私保护亟待强化，市场主
体盈利能力和空间有待提升，等
等。针对这些问题，顶层设计已
经给予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提出了协同化举措，并建立了工
作协调推进机制。相信随着政
策举措落地落实，“互联网+社会
服务”必将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更好激发新动能。

（人民日报）

8日，权健案在天津市依
法公开宣判，被告单位权健自
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
被告人束昱辉等12人均构成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依法
判处被告单位权健公司罚金
人民币一亿元，判处被告人束
昱辉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五千万元。

自权健事件曝光以来，有
关部门一系列雷霆行动确实
令观者大呼称快，此案宣判，
也无异于给保健品市场乱象
鸣钟。

从“祖传秘方”到“中西结
合”，从“绿色天然”到“前沿科
学”，部分不良商家通过虚假
宣传、消费欺诈，诱导部分缺
乏医学常识或病急乱投医的
人上当受骗；披着直销的皮，
背地里却干着“拉人头”“招下
线”的传销勾当；死缠烂打，专
挑中老年人下手，掏空养老的
钱袋子……这些保健品市场
乱象如今仍未绝迹。

虚假保健产品的受害对
象，多集中于老人、病人、低收
入者等社会群体。在一些地
方，甚至形成“亲戚朋友互相
骗”的态势。

分析需求、看人下套、精
准诈骗……不法分子无孔不
入，找准受害者的弱点痛点，
把利润当作经营的唯一标尺，
躺在非法所得上洋洋自得，却
不知是损人害己、自掘坟墓。

究其根本，是准入门槛、
审批标准等方面的力有不逮，
也是部分地方监管的“主动失
明”。

产品如何获得审批？是
否符合技术标准？生产过程
是否规范？销售方式是否违
规？消费者使用是否有效？
投诉渠道是否畅通？

或是贴身，或是口服，与
群众健康息息相关的保健品
容不得任一环节的丝毫马虎。

面对弊病，既要有大刀阔
斧的果断，也要有绣花的耐

心。在打破既有利益链条的
同时，应当把群众的生理心理
健康放在重要位置，尤其是对
遭受欺骗还信以为真的群众，
更应慢下心来，以科学负责的
态度进行引导。

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
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
的问责，“四个最严”的重拳之
下，如今保健品市场治理成效
初显，但还需釜底抽薪，彻底
净化。

权健也好，其他不良厂商
也好，打着保健的旗子，钻着
人心的空子，用虚假宣传和劣
质产品堆砌自己的“商业大
厦”，倾覆倒塌只是时间问题。

监管不能缺位，相关部门
也不能抽一鞭走一步。把清
理乱象作为一项长期工作，铲
除乱象滋生的根基，让黑心厂
商无地可立、无枝可依，是从
源头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
体健康与财产权益的必要选
择。 （新华网）

据新京报报道，1月8日，浙
江一女子吃“网红果冻”出交通事
故被送医急救一事，引发舆论关
注。据调查，这类含酒精的“网红
果冻”网上热卖，包装上多没有生
产信息和酒精含量。北京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方面表示，如果果冻
中酒精含量比例较高，这类产品
可归为酒类商品，将会加强监管。

吃果冻成了酒驾？这乍听是
天方夜谭，但还真不是。据了解，
涉嫌酒驾女司机所声称的“网红
果冻”，经鉴定酒精含量达到
15%。售卖者也曾打出“可以吃的
酒”，称吃上几个就和喝了两瓶啤
酒的感觉差不多，足见它跟普通
果冻有别。

就目前看，“网红果冻”在网
上受到很多年轻人的追捧，许多
人都喜欢吃下后微醺的感觉。单
从食物口味创新的角度，推出含
酒精的“网红果冻”并没有什么问
题。但从食品安全与食用风险的
角度看，其潜藏的隐患不能不引
起重视。

一则，市场上很多含有酒精
的果冻产品，完全没有标注酒精
含量，这会导致很多人以为其含
有的酒精含量很少，吃了以后不
会被检测出醉驾酒驾。要知道，
不同于蛋黄派、藿香正气水等使
用后会产生酒精指数，但在血液
中测试却不会测出酒精含量的食
物，吃了“网红果冻”属于真酒

驾。这若能被交警查获，还是幸
运事，若没有被查获却发生交通
事故，那显然是更坏的事。

二则，即便酒后不开车，如
果这种含有酒精的“网红果冻”
被酒精过敏的患者误食，会出现
红肿和瘙痒等过敏表现，同时还
可能出现喉头水肿致呼吸困难
的情况。

作为消费者，不要因为它是
网红产品或图个新鲜，就贸然食
用，就算食用了，有饮酒感的情况
下也不宜开车，以免发生意外。

但更重要的，还是从市场监
管角度对这类含酒精“网红果冻”
进行规范。按照监管人士的说
法，目前并没有针对在食品中添
加酒精具体含量的相关规定。按
照一般情况，如果果冻中酒精含
量比例较高，那这类产品可归为
酒类商品，自然也该有区别于一
般食物的监管标准。

鉴于此，出于消费者权益和
安全考虑，相关部门宜明确食品
类产品中酒精含量的标准，要求
企业对食品里的酒精含量进行明
示，并提醒消费者适度食用。从
更大的层面看，则有必要渐次完
善酒精乙醇作为食品工业用加工
助剂使用的相关规定。

无论如何，不能任由“网红果
冻”成酒驾帮凶。毕竟，消费者安
全大于天。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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