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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新闻

造成十级伤残，赔偿11万余元，起
因竟是儿童在医院随地小便……

儿童在医院随地小便
12秒后路人经过滑倒受伤

2022年6月，某医院儿科门诊处，原
告刘某着急给自己的小孩挂急诊号，未
留意脚下，在大厅踩上一摊“水”滑倒受
伤，后经医院鉴定构成十级伤残。

经过手术治疗，刘某花去医疗费3
万余元，加上误工损失、残疾赔偿金等，
刘某要求该医院赔偿总损失近 20 万
元。后与医院协商未果，刘某诉至法院。

法院调取了事发时医院的公共视
频，原来在刘某经过的12秒钟前，两岁
半的小杰在保姆的陪同下在该地小便。
因保姆站在小杰的身后，刚好挡住了导
医台工作人员的视线，以致其无法及时发
现。事发后2分钟，保姆牵着小杰返回现
场，用拖把清洁了地面的尿渍后离开。

庭审中，法院依刘某的申请追加了
小杰及其父亲参加诉讼，小杰的父亲称
自己家小孩有尿急的毛病，希望能够酌
情减轻责任。

医院认为刘某摔倒受伤的原因是小
杰随地小便，医院并非直接侵权人，且医
院在大厅进口、两侧、台阶等均设有“小
心滑倒”的提示，摔倒后医院工作人员第
一时间进行了处理，已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故医院不应当承担责任。

法院：判决儿童监护人
负70%的赔偿责任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审理
后认为，刘某滑倒受伤的场所虽在医院
门诊大厅，但刘某滑倒是小杰随地小便
且尿渍未及时清理所致。

因小杰小便时保姆在其身后遮挡了
导医台内工作人员的视线，工作人员无
法在小杰随地小便时及时发现和制止。
从小杰离开至刘某滑倒，时间仅12秒，
医院即使有巡视的清洁人员，也不可能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现并作出提示或清
理，故法院认为造成刘某损害的责任人
为小杰。

刘某在行走时未注意地面情况，且
穿着拖鞋，在地面湿滑时不利于防范，刘
某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故法院判决
小杰的父亲承担70%的赔偿责任，赔偿
刘某各项损失11万余元及精神损害抚
慰金1000元。

小杰的父亲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
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
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年龄小不影响
监护人承担相应监护责任

承办法官提醒，未成年人因为年龄
小，自我克制能力尚不成熟，但这并不影
响其监护人承担相应的监护责任。父母
作为孩子监护的第一责任人，在小孩的
行为已造成一定公共风险的情况下，应
及时制止其行为或告知公共场所工作人
员辅助消除风险，不要心存侥幸或以“他
还是个孩子”为由逃避责任。希望每个
孩子都能在父母的监护下茁壮成长。

（《楚天都市报》）

两岁幼儿一次随地小便
家长赔偿11万余元

新华社电 近期，一些地方“预
制菜进校园”话题受到社会广泛关
注。近日，记者就“预制菜进校园”
采访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学校食品安
全和营养健康事关学生健康成长，教
育部长期以来会同相关部门，切实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严格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
法规，先后制定实施了《学校食品安全

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营养与健康学
校建设指南》等制度规定，不断加强对
学校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的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五十七条规定，学校等集中用餐
单位的食堂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
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供餐单位订
餐的，应当从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
可的企业订购，并按照要求对订购
的食品进行查验。供餐单位应当严

格遵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
当餐加工，确保食品安全。

这位负责人指出，党和政府高
度重视学校食品安全，十分关心学生
健康成长，广大家长期望孩子在学校
吃得既绿色安全又营养健康。经研
究，鉴于当前预制菜还没有统一的标
准体系、认证体系、追溯体系等有效
监管机制，对“预制菜进校园”应持十
分审慎态度，不宜推广进校园。

近日，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
文，称在12306平台买票时出现全
程余票充足但区间票无票的情况，怀
疑是否让旅客“买长乘短”。9月21
日晚，12306客服表示，铁路部门将
优先满足乘坐全程的旅客的需求。

12306官方客服表示，每趟旅
途有相应数量的车票出售，从始发
站到终点站的旅客的需求会被优先
满足。倘若还有余票，铁路部门会
根据客流量动态调整，将余票投放

到沿途站点。
今年8月，中国铁路曾发文介

绍，在运能阶段性紧张时，铁路部门
会把长途列车的票额，优先满足从
始发站乘车到终点站的长途旅客，
以实现运力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该介绍中表示，在长途票额充
足时，铁路部门会根据需求变化动
态调整票额投放，自动分时段将部
分票额转移到沿途各站，满足短途
旅客需求。

假期将至，铁路12306平台近
期多次因票务问题引发关注。此前
报道称，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
文，称同一车次的同一铺位，节前车
票的价格与平日车票的价格相差几百
元，此事引发热议。9月20日，12306
客服表示车票分为公布票价和执行
票价，铁路运输企业会根据市场、客
流量等因素在公布票价的基础上打
不同的折扣。中秋、国庆期间车票有
涨幅，请乘客随时留意。（中新社）

教育部：预制菜不宜推广进校园

强制旅客“买长乘短”？

12306回应：有限满足坐全程的旅客

医保药店卖82元的药 互联网药店只要20多元

上海医保药店卖82元的药，互联网药店只要20多
元？线上线下价差为何如此明显？

那么，就这款双黄连口服液来
说，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和医院的价
格能不能更便宜些呢？上海市医保
局对此作出了回复。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表示：医保部
门始终保持对药品实际销售价格的
监测，一旦发现价格异常，将对该药
品在上海不同医院、不同药店及互联
网渠道的销售价格进行核实，开展约
谈，提醒供需双方议定合理的售价。

就新闻中提及的双黄连口服
液，医保部门表示，该药已于今年8
月纳入上海市中成药带量采购目
录，目前公示的中标采购价格为：10
毫升装6支，11.25元；10毫升装12
支，22.5元。预计10月份，上海医
保定点医疗机构将执行该价格。

自2014年起，上海对部分临床
常用药品试点带量采购。2018年起
承担国家药品联采办职责，开展国家

药品集采工作，迄今已采购成功8批
共333种药品。今年8月份启动的
上海市新一批中成药带量采购目录
又涵盖了76个药品通用名，8月30
日刚完成带量采购拟中选结果公示。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透露，为方
便广大市民通过互联网配药，医保
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将互联网药店纳
入医保支付的有关工作。

（《每日经济新闻》）

量采新价 即将执行

市民获取药物主要有三种渠
道：医院药房、线下药店和互联网
药店。三者运营模式各不相同，药
价是怎么定出来的呢？为何差异
明显？

根据医药管理规定，医保定点
医疗机构采购药品，与药厂议定价
格后，必须在阳光平台上下单，且议

定价格与订单价格必须一致。
药店作为营利性商业机构，

采购药品具有自主权，无须在阳
光平台上下单。所售医保目录内
的药品售价，可在医院药价基础
上，上调一定比例，但必须上传至

“上海市医药采购服务与监管信
息系统”。

互联网药店则是以市场化方式
运营，药品不纳入医保，买药均是自
费。因为运营成本、渠道、补贴差
异，更有可能出现价格差。互联网
药店还可以不惜成本、制造低价爆
款，拉动销量和关注度。同一种药
在线下药店的售价高于互联网药
店，是完全可能出现的情况。

药店药价 允许上浮

记者登录随申办，进入“医院药品
采购查询”，发现多家医疗单位的采购记
录显示，该品牌双黄连口服液，规格为

“10毫升12支”，参考价统一为50元。

随申办查询到的价格显示120
毫升 50元，那么药店200毫升 82
元，看上去是合理的。

而根据上海市医药管理部门的

规定，零售药店销售集采平台药品，
可以加价一定比例。这样来看：医
保药店双黄连口服液的销售价格，
应该没有突破规则。

为什么价差如此之大？ 到底什么价位才算合理？

近日有市民反映在一家医保定
点零售药店购买口服液时，意外发
现相关药品在网上药店的售价“便
宜很多”，这让她很费解。

根据市民提供的收款凭证，在医
保药店，一款双黄连口服液的规格
为，一支20毫升、一盒10支，售价为
82元。

而在美团买药APP上，同品牌
同规格的药品，售价27元到34元不
等。以最低的27元计算，只有医保
定点零售药店的三分之一！

线上线下 价差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