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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医生”沦为流量奴隶 这也是种病
□本报评论员 孙瑞荣

  记者深入采访发现，一些医疗自媒体账
号背后有着一条运作链条：由医生出镜，运营
部门拍摄剪辑发布内容，并负责广告投放，再
由客服部门维护评论区、回复私信，通过能拉
动网络流量的“话术”将粉丝转化为医院患
者。在非专业、非正规团队运作下，出现了一
些借提供所谓“专业服务”带货卖课、开展不
当营销的“网红医生”，让有些医疗健康科普
变了味、走了样。  （据《中国青年报》）

  互联网时代，网红经济的商业模式已发展到了
多个行业和群体，大量律师、教师、金融从业者、
医生等专业人士纷纷站到这一风口上。眼下，坐拥

大量粉丝的“网红医生”并不罕见，一部分医生凭
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及独特的个人魅力，通过向公众
科普医疗健康知识，在网络上获取众多粉丝。
  然而也有不少“网红医生”靠背后团队的打
造，他们很少参与视频制作和账号管理，而是任人
摆布，有时甚至参与造假。这些账号有默认的套
路：用金句或者制造焦虑开场，中间夹杂医患小故
事，配上动人的表演……套用这个公式，似乎就能
制造出为病人谋福利的“良心医生”。
  在巨大的流量诱惑下，团队为了攒“爆款”，
会走“标题党”路线，或危言耸听，或贩卖焦虑，
以吸引眼球。“网红医生”有了流量，就可以借此
“变现”。他们可以向医院引流患者，也可以在线
问诊。此外，有不少医疗自媒体账号开通了橱窗带
货功能，视频内容主打健康科普，带的货却从养生
产品到生活日用品、厨具等，琳琅满目。
  “网红医生”乱象的危害不容小觑。变味的

“网红医生”不仅伤害社会，而且让行业的前景变
得暗淡。尤其要看到，与其他领域的自媒体乱象相
比，医疗自媒体乱象关系到健康与生命，整治更显紧
迫。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清朗·
网络直播领域虚假和低俗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其中
包括治理“伪科普”“伪知识”混淆视听，冒充金融、教
育、医疗卫生、司法等领域专业人员，借提供所谓“专
业服务”带货卖课，开展不当营销等行为。
  医生不能沦为摆拍“工具人”，特别是“网红
医生”，当有底线、有边界，找回医者初心、回归
医疗本质。平台和相关机构也应提高准入门槛，加
强审核机制，对发布者的身份信息、发布内容进行
严格把关。
  医疗是民生大事，万不可走向“劣币驱逐良
币”的恶性循环。靠流量筑起的高塔，终究会倒
塌。而落下的砖瓦，砸到的不仅是患者，还有那些
认真工作、一丝不苟救死扶伤的医生。

全市深化农村移风易俗

开展突出问题综合整治

现场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于哲）8月20
日，全市深化农村移风易俗开展突出问题综合整治现
场推进会在昌乐县召开。省发改委作为包联昌乐县农
村移风易俗突出问题综合整治工作的省直部门派员参
加会议并指导工作。
  会议指出，开展移风易俗领域突出问题综合整
治，是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具体举措，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把握这次综合
整治的意义所在、目的所在、要求所在，将其作为一
项重要政治任务抓实抓好，努力推动现代文明理念在
乡村扎根。要立足各自职责分工，抓住关键环节，出
台务实举措，形成治理常态，做到破立并举，重点解
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做好宣传引导，创新宣传
内容形式，用好载体平台，积极营造践行移风易俗、
传递文明新风的良好氛围。
  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昌乐县五图街道庵上
湖村、红河镇韩家集子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河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婚姻登记巡回点。会上，寿光市、
临朐县、坊子区、安丘市先后作交流发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职称评审监管
暂行办法》。作为我国首部职称评审监管的专门文
件，办法重点监管谁、怎么监管、发现问题如何惩
处？记者采访了权威部门。
　　“针对职称评审过程中反映突出、易发多发的违
规问题，办法明确，聚焦申报人、评审专家、职称评审
相关工作人员等3类重点人群和评审单位、申报人所
在单位等2类重点单位进行监管。”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职称是我国人才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工资待遇、科研资源、上升通道等密切相关，目前
共有27个系列，涉及约8000万专业技术人才。
　　“办法着眼于加强职称评价事前、事中、事后
全过程监管，建立更为有效的监督机制，有利于进
一步规范评审程序、打击违规行为，对提高职称评
审质量、促进公平公正、更好发挥人才评价‘指挥
棒’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上述负责人表示。
　　对申报人，重点监管其是否存在虚假承诺、材料
造假等情况；对评审专家，重点监管其是否公正履行
评审职责、是否存在利用专家身份谋取不正当利益
等情况；对评审单位，重点监管其是否规范开展评
审、是否存在借职称评审谋取不正当利益等情况。
　　办法明确了随机抽查、定期巡查、重点督查、质
量评估、专项整治等多种监管方式，构建政府监管、
单位（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职称评审监管体系。
　　那么，个人主体具体如何监管？
　　根据办法，对申报人、评审专家、评审工作人
员等个人主体的违规行为主要实行信用管理。据了
解，目前“职称信息”已列入《全国公共信用信息
基础目录（2024年版）》，“职称申报评审失信黑
名单”已列入《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2024
年版）》。
　　“以此为依据，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
全国职称评审信息查询系统，建立职称评审诚信档
案库，对申报人、评审专家、评审工作人员等失信
行为信息进行记录，作为申报职称或参与职称评审

工作的重要参考。严重失信行为将纳入职称申报评
审失信黑名单并依法予以失信惩戒。”上述负责
人说。
　　对于申报人，应对本人申报材料真实性进行诚
信承诺，承诺不实、弄虚作假的3年内不得申报评审
职称，违规取得的职称一经核实即予以撤销。对于评
审专家，存在违规行为的要取消评审专家资格，通报
其所在单位，并建议所在单位给予相应处理。
　　对于评审工作人员，失信记录期内不得从事职
称评审相关工作，并依法予以通报批评。此外，单
位和个人在职称申报评审中违纪违法的，按照相关
规定追究党纪政务责任；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移
送有关机关依法处理。
　　对评审单位、申报人所在单位等单位主体的违
规行为，将如何监管？
　　上述负责人表示，主要采取提醒、约谈、暂停
评审、责令整改、通报批评、收回职称评审权限等
处置措施，着力督促有关单位改进工作。根据办
法，评审单位存在多项违规行为的，监管部门应给
予工作约谈，责令其停止评审工作、限期整改；整
改不力的，由人社部门或者有关单位收回职称评
审权。
　　此外，办法还将有关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化评
审机构列入监管对象，并将可能涉及的垄断申报渠
道、操控评审结果、高额收费、与评审专家及工作
人员勾结谋利等纳入监管范围。
　　对于与职称评审无关的中介等其他社会机构，
假借职称评审名义违法违规开展活动的，办法将其
作为各地职称评审环境专项整治的重点内容。
　　“各地人社部门要会同公安、网信、市场监管
等有关部门，依法清理规范各类职称评审、考试、
发证和收费事项，查处有关中介等社会机构开设虚
假网站、进行虚假宣传、设置合同陷阱、假冒职称
评审、制作贩卖假证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对
非法机构、非法行为进行处罚处置。”上述负责人
表示。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20日，新一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出炉，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
均未调整，1年期LPR仍为3.35%。
　　当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1年期LPR为3.35%，5年期以上LPR为
3.85%，均较上一期保持不变。中国人民银行还宣
布，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491亿元逆
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7%，较此前保持不变。
　　LPR已替代贷款基准利率成为贷款利率定价的
“锚”，每月定期发布。此前，LPR是报价行在中期借
贷便利（MLF）操作利率基础上加减点形成报价。
　　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发布的2024年第二季度中国

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
深化，MLF利率对LPR的参考作用下降。同时，部
分报价行报出的LPR偏高，与其最优质客户贷款利
率之间出现较大偏离，一定程度影响了报价质量。
　　为此，7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公开市
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调整为固定利率、数量招标，
明确了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的政策利率地位。同
时，中期政策利率正在逐步淡出。
　　7月15日MLF利率未作调整，当月22日7天期逆回
购操作利率下降10个基点，同日公布的LPR迅速作出
反应并跟随调整。专家表示，LPR报价转向更多参考短
期政策利率，由短及长的利率传导关系在逐步理顺。

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未作调整

  据新华社哈尔滨8月20日电 记者从中国铁路哈
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2024年8月20日，中欧
班列“东通道”满洲里、绥芬河、同江铁路口岸开行以
来，累计通行量突破3万列、发送货物291万标箱，实现
连年增长，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铁
路口岸组成，通行线路已达27条，可通达波兰、德
国、荷兰等14个国家，联通我国长沙、郑州、成都、
苏州等60余个城市。运输货物涵盖电器产品、日用百
货、农副产品等12大品类。
　　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3年，中欧班列“东通
道”年通行量由45列增加到5000列，增幅达110倍，实
现连年增长。开行万列所需时间由开行之初的90余个
月缩短为现在的21个月。
　　班列快速增长的背后，得益于口岸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水平的不断提升。“满洲里、绥芬河、同江铁路口岸已
全面投用95306‘数字口岸’，实现‘无纸化通关’。”中国
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货运部副主任吴志方说。

中欧班列“东通道”

通行量突破3万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