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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家庭医生”很
忙。先是一组数据惊艳亮相：
截至今年11月底，全国95%以
上的城市开展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工作，超过5亿人有了自
己的家庭医生。随后，针对舆
论中的不同看法，国家卫计
委作出回应，表示“家庭医生
签约数字没有问题”。

医疗素为民生热点，家庭
医生引发热议在情理之中，总
体来看，舆论场上的质疑观点

主要有两类。一个是“签而不
知”。面对“5亿人有了自己的家
庭医生，人群覆盖率超过35%”
的“现状”，不少人结合自身经
历而表示不知情。另一个是“签
而不约”。在某些地方，签约家
庭医生流于形式，要么约不到
签约医生，即便约到了，所能提
供的医疗服务也往往因供药不
足、转诊手续复杂等而缺乏应
有的便利性。

家庭医生制度的初衷无疑
是好的，作为一项医改举措，这
一制度的推行对建立分级诊疗
体系、缓解大医院压力、破解市
民看病难看病贵，都很有价值。
正因为如此，自2009年起，一些

地方就开始探索建立家庭医生
制度。2016年国务院医改办等
七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推进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
见》，更是意味着家庭医生制
度 的 实 施 已 进 入 实 质 性 阶
段。按照这份意见的要求，
2 0 1 7 年是一个关键性的节
点——— 到 2 0 1 7年，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3 0%以
上，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
率达到6 0%以上。到2 0 2 0年，
力争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
群，形成长期稳定的契约服
务关系，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制度的全覆盖。

考虑到这一“背景”的存

在，面对“超过 5亿人有了自
己的家庭医生，人群覆盖率
超过35%，重点人群覆盖率超
过65%”这样高度“吻合”的数
据，人们有所质疑也可以理
解。对相关部门而言，当下最
应该做的不是揣测大家“吐
槽”的动机，而是切实将“吐
槽”视为一次善意的提醒，进
而集中精力“循名责实”———
要严格把关，按照既定标准
对各地“报上来”的有关家庭
医生数据进行必要的核实，
坚决杜绝一些地方为了完成

“任务”而陷入各种形式主义
的泥淖；要加大宣传推广力
度，努力做到让每一位社区

居民都能对签约家庭医生有
足够的知情权、参与权，并及
时而坚决地叫停诸如“一个
电话，医生到家”之类动听但
不切实际的宣传口号；同时，

“服务要跟上”，通过加大全
科医生培养、探索医生自由
执业等破解当下难题，以看
得见的“疗效”一步步兑现家
庭医生制度设计中的既定标
准与承诺。

当然，“服务跟上”需要时
间，是不能慢也急不来的系统
工程，需要细致周密的安排。相
比之下，对有关数据的核实，以
及与此相关的进一步回应，显
然还是快一点好。

“家庭医生”进家需要周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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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强制购物别总在末端治理

□房清江

近日，有网友曝出一段
“云南导游嫌游客消费低购
物少，怒骂游客来骗吃骗喝”
的视频。云南省旅游发展委
员会获悉后，责成有关部门
进行立案调查。目前，案件正
在调查中，云南省旅游发展
委 员 会 将 尽 快 公 布 调 查 结
果。（12月20日新华网）

又是导游强制购物，这并
不新鲜，不过，放在云南今年花
大力气整治旅游市场秩序的背
景下，导游还敢如此猖狂，如此
有恃无恐地辱骂不愿意购物的

游客，无疑其整治的成效被狠
狠打脸，地方旅游的信誉仍然
被大打折扣。当然，这更反映出
当地旅游对购物提成深度依赖
的强大惯性，某种程度也折射
出地方治理有效性与预期之间
还有不小的差距。

导游强制购物一如既往
地发生在低价团，表面看来
给了游客3680元的旅游卡，游
客交了600元团费，事实上这
个旅游卡并不是什么真金白
银，是变相低价团的一个噱
头，很难想象600元连交通费
都不够，旅行社及导游等拿
什么获利？显然，羊毛还出在
羊身上。因此，似乎治理低价
团是旅游强制购物等乱象的

关键，云南在今年的整治中
也将低价列入禁止之列，但
从实际来看，单纯的一纸禁
令与有限的行政监管并未让
旅行社低价团彻底收敛。

其实，低价团本身并不
是目的而是手段，即地域之
间和行业内部争夺客源的手
段，这种利用消费者低价的
非理性迷恋，打服务的价格
战，显然是典型的不正当竞
争。而一个根本的问题则是，
谁低价谁受益，要破除的恰
恰是这种畸形的竞争秩序。
所以，仅止于行政对低价团
的监管执法是远远不够的，
还应纳入到反不正当竞争的
范畴调节，让低价团承担更

高的违法成本，同时赋予行
业内部主体诉权，形成利益
制约，兜住竞争的底线。

此外，低价团与强制购
物互为因果，更深层次在于
服务市场封闭，形成利益绑
架。一直以来，导游都无法独
立执业，只能通过旅行社来获
得客源，在利益博弈中处于弱
势地位，这直接导致了旅行社
从旅游服务组织者蜕变为纯粹
的中介，旅行社向导游按游客
人头收费用，乃至导游向旅行
社“购买”游客，将旅游服务
变成一场赌局，这是业内屡
屡曝光的潜规则。

毫无疑问，要解决强制
购物对利益分配的支撑，关

键还是要推进旅游服务各方
利益主体关系的重构，而不
能总停留在头疼医头、脚痛
医脚的末端治理。应充分运
用法治、市场的手段来规范
旅游服务市场，彻底放开导
游执业限制，放开旅游服务
市场，如导游依托协会执业，
服务费用明码实价，导游服
务 费 游 客 直 付 等 灵 活 的 机
制，让要素在服务中合作，相
互制约。反过来讲，一个地方
旅游乱象越突出，改革就越
急迫，云南旅游在严管的同
时，服务市场化机制改革恐
怕还要先行一步、更深一点。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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