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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台家电要下4个App，智能家居不能画地为牢各自为战
“买了5台家电后我被迫下了4个

App”，话题日前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网
友对智能家居应用程序的讨论。

如今，洗衣机、空调、热水器等智能
设备，只要下载相应品牌App，就可以随
时在手机上操控。然而，一旦智能家居
品牌不同，烦恼也随之而来。

随着物联网迅速发展，智能家居愈
发普遍。但尴尬的是，不同品牌产品之
间往往缺乏统一标准和协议，跨品牌、
跨平台智能产品长期以来难以实现统
一管理、连接、控制，无法互联互通，需
要下载不同App。如此一来，手机各种应
用程序名目繁杂，使用者不仅“头大”，
每次使用都得费一番周折，才能准确找
到所需App，还得逐个注册账号，对应布
局和操控逻辑也得重新适应。

居家生活考虑因素众多，尤其购置
大型电器时，只追求单一品牌并不现
实，可面对智能家居客观存在的使用
门槛，消费者常常享受不到应有的技
术便利。

数字化、智能化的初衷就是为了更
方便、更好用。然而，当各家的智能设备
都被圈在了各自的App里，得用专属“钥
匙”才能进行交互，便无形之中成了“枷
锁”。各大厂商一门心思推出自己的
App，无非为了抢占市场生态。

数据显示，2024年1月，智能家居
App行业活跃用户规模已达2 . 97亿。App
可以收集用户个人信息、行为交互、偏
好设置，更好地理解用户喜好，增强用
户黏性和控制权，有助于带货自家其他
产品。随着用户基数变得庞大，App价值
已超出其本身功能价值，厂商甚至可以
和第三方广告商合作，或吸引其他品牌
入驻。如此大的蛋糕摆在眼前，显然诱
惑力十足。

各自为战并不可取，如何优化智能
技术，让数字化真正为消费者带来方
便，无疑是业界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今年4月，由多家智能家居头部企
业联合起草的行业标准《移动互联网+
智能家居系统跨平台接入认证技术要

求》，经工信部批准正式发布。该标准规
定了智能家居系统中统一的设备发现、
配网、接入认证的流程及技术要求，为
不同智能家居设备接入统一的生态平
台提供了可行性方案，有望改善国内较
为混乱的智能家居市场，打破生态壁
垒，引导产业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此外，近年来还有多家科技公司合
作开发互联互通协议，打造智能家居平
台，集合各家品牌设备统一交互，都为
互通互联做了有益尝试。

需要看到，目前更多产品仍难以有
效联动，产品覆盖面仍不够广，行业标
准发布后，后续还面临如何吸引各品牌
的参与、确保标准落地的现实挑战。

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的实现不会一
蹴而就，但如今利好政策不断，为行业
发展注入了强心剂。在解决了互通互
联这一阻梗后，智能家居普及有望进入
快车道，行业也有望迎来新一轮高速增
长期。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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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地来说，基本上都设定了“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的诊疗目标，要推进这一目标的
实现，仅靠喊口号是不行的，而将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则会形成一定的倒逼效应。

爆米花不标价成“刺客”？

影院赚钱吃相别太难看

近日，中消协发布“2024年第一季度全国
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电影院“零食刺
客”被点名，引发舆论关注。有消费者反映，在电
影院购买爆米花和可乐，由于商家未明示具体
价格，支付时才发现价格严重超出预期。

让不少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些电影院爆
米花的收入甚至要远大于票房收入。国内某
品牌院线就曾公布数据，其业务里最赚钱的
就是爆米花，占卖品利润的70%以上。事实
上，作为全球电影重要市场的北美地区，其电
影院爆米花的收入占比同样要大于票房收
入。因此，不能说电影院的爆米花卖得贵，就
是“爆米花刺客”。但若贵得离谱，还不明码标
价就有问题了，这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
自主选择权。

事实上，不管是“零食刺客”，还是禁止消
费者外带食品观影，部分影院的做法都透露
出一种“我的地盘我做主”的霸道，侵犯了消
费者权益，吃相未免难看。对电影院来说，若
把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爆米花刺客”等当成

“创收神器”，必将遭到“反噬”。促进电影行业
的持续健康发展，电影院尤需充分尊重消费
者，更别在涉及消费者权益的问题上动歪心
思。 据新京报

近日，广东省珠海市教育局发布通知，
要求市直属学校食堂逐步取消教工食堂，推
行师生“同餐同菜同价”。要求市直属学校食
堂自今年5月起，面向全体教师和学生开放，
原则上不得设立教职工食堂，做到“同样的
饭菜、同样的质量、同样的价格”。实施“同餐
同菜同价”制度，教师能够直接、准确、高效
掌握学生对食堂服务质量的评价及意见，对
食堂原材料采购、每周食谱、菜品质量、饭菜
价格等进行日常监督，提升学校食堂服务保
障水平。

根据媒体的梳理，这不是第一个出台类
似措施的城市。取消教工食堂对于保障食堂
质量当然是有好处的。而从另一个层面说，
这个举措不仅是食堂质量的升级，其实也贯
穿着一种最起码的教育理念——— 平等。仔细
想想，为什么教工要和学生分开吃饭呢？教
工是有什么特殊的饮食需求吗？似乎很难找
到一个符合现代理念的理由，去给教工“开
小灶”合理化。

所以，取消教工食堂，也是教育理念的
一种回溯。正如很多网友评价的那样，“早该
如此了”。相信没有任何一所学校会堂而皇
之地否定“平等”的价值，食堂其实也就是一
个课堂，理当在这里用实际行动告诉学生何
谓平等。 据光明网

不再优待教工的食堂

也是培养平等意识的课堂

近日，媒体报道了一则颇有意思的
新闻。河南一对表兄弟，在浙江义乌同甘
共苦一起打拼——— 两人下午出摊烤鸡
腿，凌晨一起收摊，回到约10平方米的出
租屋内，床挨床睡下。表兄弟每月算一次
账，烤鸡腿赚来的钱对半分。

但是这种兄弟之谊在彩票中奖后被
打破了。10元现金买的彩票中奖946万
元，围绕这笔钱怎么分，二人彻底反目。
表哥称，是自己买的。表弟说“表哥说了
和自己平分”，表哥却说没这回事，为此
二人纠缠不休，还打起了官司。

站在外人的角度，其实很难去给这
种事断案。一种口头的约定，没有落到纸
面，谁又知道当时情形是怎样的？不过，
曾经一起拼搏的兄弟走到今天这一步，
多少也让人有点唏嘘。如今确实有了一
大笔钱，但可能生意没了，亲情也没了。

这种事情似乎印证了很多话，比如
“共患难易、同富贵难”“亲兄弟明算账”
“人性经不起考验”等等，原来这些话是
这么有道理，真的可以被生活里的故事
一一证实。

其实这种苦恼也可以想见，彩票中

奖者可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笔飞来横
财、无法和亲人和睦相处、生活依然一团
乱麻、数年后因为管理不善而破产……
这些都有可能发生。巨额财富并不是幸
福的保证，它也可能困住那些缺乏通透
认识的幸运儿。

这个故事从公共意义来说，倒是一
个提醒：在现代社会，因为经济活动的复
杂化，人们终究更需要契约，而非乡土化
的人情来保证正常的生活秩序。

就像引发争端的彩票，由于不记名、
不挂失的特性，如果多人合买，那就只能
通过明确的约定，才能定分止争。兄弟情
笃之际的彼此信任，一旦到了冰冷的质
证环节，反倒显示一层脆弱与虚幻，毕竟
法律只认那些白纸黑字。

本质上来讲，这是契约化规则与道
德化约束之间的冲突。人们的生活空间、
经济行为极大拓展，传统意义上固定区
域内的强道德约束可能已经失效——— 就
像这起事件里，这对兄弟来自河南却在
浙江卖鸡腿，他们的地理位移和生意模
式，其实都是“现代”语境下的。每月算一
次账，也透射出互相之间的信任与宽容，

在这个时候，立一纸契约虽然有点“伤感
情”，但明明白白的契约，反倒成了那个
最不坏的选择。

在当前的社会空间，类似的亲朋间
的冲突经常会以种种形式出现。比如近
年来频繁出现“断亲”的声音，其实也脱
不开这个范畴：离开家乡、在外打拼的年
轻人，其实已经发现了传统亲情关系的
不确定性。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将契约置
于亲情之前。毕竟在现代社会已经没有
多少东西是不能通过“契约”来获得，来
解决的。

看到这样的事，人们也没必要长吁
短叹“人心不古”“善良被金钱腐蚀”云
云。这不是亲情变了，而是社会的游戏规
则变了，我们已经身处一个巨大的陌生
人社会，哪怕和亲戚一起做生意，但从办
营业执照开始，就已经在遵守陌生人社
会的规则了——— 彼此平等、约定明确。更
清晰的现代关系意识，这可能是生活在
今天的人们所必须掌握的能力。

据红星新闻

中奖946万兄弟反目，契约伤感情却是最不坏的选择

“村卫生室入医保”应尽快照进现实
□龙敏飞

发挥医保基金导向作用，支持将符
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国
家医保局24日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广三
明医改经验 持续推动医保工作创新发
展的通知》，明确要落实好三明医改取得
的制度性成果。为进一步支持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通知明确，要支持符
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方便
农村居民就医。

尽管社会各方一直都在呼吁分诊治
疗，但基层医院被人看不上，依然是无奈
的现实。对很多人来说，看病之所以选
择三甲医院、三乙医院等大型医院，原
因很简单，一方面是这些大医院的医
疗条件的确更好，能提供更加专业的
医疗服务，患者也更加安心；另一方
面，则是因为这些大医院大多与医保
中心有良好的合作，基本上治疗结束
或出院就可以走医保了，免除了很多

繁琐的程序。既权威又便利，谁会拒绝
这样的医院呢？

如今，国家医保局发布通知，将支持
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方
便农村居民就医。这般建议，确实很有针
对性。这方面的探索，其实一直都在进
行。比如，今年2月3日，2024年中央一号
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
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提出，要逐
步提高县域内医保基金在乡村医疗卫生
机构使用的比例，加快将村卫生室纳入
医保定点管理。如今的通知，算是对今年
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一种践行。

将村卫生室纳入医保，的确能带来
多重利好。第一，这极大地方便了村民。
村卫生室作为最基层的医疗卫生机
构，是村民就近就医的第一站，在这里
就可以报销，的确给村民们带来了便
利，也有助于增强村民们对基层医院
的信任度。第二，这有利于推进分诊治

疗。对各地来说，基本上都设定了“小
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的诊疗目标，
要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仅靠喊口号
是不行的，而将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则
会形成一定的倒逼效应。

将村卫生室纳入医保除了顶层设计
之外，四川、山东等地均出台了类似的文
件，建议将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纳入医
保定点协议管理。这些，都是各方的努力
与行动的结果。如今，支持将村卫生室纳
入医保，在理念上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
那对各相关方来说，需要做的事情，便是
积极推进这一制度的落地生根，将制度
善意更好地发挥出来。这就是说，各地无
论是制度层面的壁垒，还是信息方面的
障碍，都应及时打通，确保“将村卫生室
纳入医保”这一好制度能尽快推出。

总之，“村卫生室入医保”应尽快从
梦想照进现实，那对各相关方来说，都
应努力探索、积极行动，别让公众等太
久了。

投稿邮箱：qilupinglun@sina.com

葛来论

“饭卡手机”成“摸鱼神器”

魔高一尺还需道高一丈

近期，一种新型手机流行于一些地方的
初中、高中学生中。从外观看，这种手机和普
通的学生饭卡似乎没有差异，如果不仔细识
别，即便学生将其带入教室，甚至看视频、打
游戏，老师也难以看出破绽。据报道，实际上，
这种“饭卡手机”是由旧手机改造而来，其制
作原理并不复杂。

据悉，这种饭卡手机是用遮光膜去覆盖
表面，由于它的外形与普通饭卡无异，这种伪
装过的手机有很高的隐蔽性，屏幕在外人看来
如同一个白板，只有通过特定的眼镜才能看到
手机内容，具有极高的隐蔽性。价格低廉，携带
方便，使用还特别“安全”，自然就成了那些有

“需求”学生的最爱。一些尝到“甜头”的孩子或
者在课堂上偷偷玩手机，或者回家后沉迷于手
机，学业受到了严重影响，家长们焦虑不已。

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打着“合法合规”
的旗号，利用“摸鱼神器”“学生党平价好物”“学
生党福音”等字眼作为卖点吸引顾客，这种营销
方式有悖公德。魔高一尺，还需道高一丈。“饭卡
手机”受学生热捧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
多管齐下，综合施策。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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