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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在浙江省青田县阜山乡轩德
皇菊基地，工作人员在采摘皇菊。

11 月初，浙江省青田县阜山乡的千亩
皇菊基地进入收获期，吸引游人慕名前来。
近年来，浙江省青田县阜山乡依托盆地和梯
田种植了 1200 亩皇菊，年产值 3000 余万元，
吸纳了当地 100 余名村民就业。村民不仅
能得到土地租金分红，还能直接在家门口就
业，每年仅村民劳务等费用发放就超过 200
多万元。

11 月 4 日，在广西崇左大新县民族高级中学，体育老
师给学生演示打陀螺。

近年来，广西崇左市大新县不断强化学校体育工作，
结合传统民族体育运动的特点，培养和引导学生热爱体
育运动，养成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
享受乐趣、增强体质。

11 月 4 日，在乌鲁木齐人民公园附
近，市民在雪中骑行。

当日凌晨，新疆乌鲁木齐市迎来一
场降温降雪天气，气温骤降。

中国药学会和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
11 月 3 日发布《医保药品管理改革进展
与成效蓝皮书》，通过跟踪分析国内 31
个省份 804 家医院用药情况，揭示医保
药品改革政策实施后医院临床用药的变
化情况。

“结合数据我们发现，医保目录内药
品使用持续增加，医疗机构用药结构更
加合理。”中国药学会科技开发中心主任
药师刘皈阳介绍，同时也发现：重大疾病
治疗和特殊人群用药保障水平明显提
高；集采和国谈药品价格下降、用量增
加，患者用药质量水平提升；创新药进入
医保速度加快。

据介绍，蓝皮书主要分为两部分，一
是药品政策梳理，聚焦国家医保局成立
以来发布的一系列与药品改革相关的政
策措施，从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高血压和糖尿
病“两病”门诊用药、支付方式改革等方
面进行了政策回顾；二是以样本医院数
据为抓手，从医疗机构用药结构变化、创
新药品纳入目录、重点监控药品使用、重
大疾病防治用药、特殊人群用药等方面
进行了梳理分析。

“通过数据和政策的相互比对，我们
发现在医保持续改革下，医院临床用药
呈现‘六升四降一保障’的变化。”中国医
疗保险研究会技术标准部主管柳雯馨介
绍，“六升”包括医保目录内药品金额、用
量占比不断上升，动态调整初见成效；医
保谈判药品金额、用量快速攀升，抗癌药
等救命新药可及性显著提高；集中采购
药品使用人次大幅增长，更多患者用得
上用得起好药；集采中选仿制药市场份
额迅速上升，有力推动仿制药替代；用药
质量水平大幅提升，未过评药品市场份
额骤减；高血压和糖尿病“两病”门诊药
品基金支付比例提高，缓解居民用药负
担。“四降”包括医院药品费用占比连续
下降、集采药品费用占比显著下降、药品
集采显著降低群众人均药品费用、重点
监控品种使用情况显著下降。“一保障”
为九成以上高血压和糖尿病“两病”患者
使用目录药品，费用覆盖超七成以上，

“两病”患者得到了较全面的保障。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医疗保险服务处

处长冷家骅认为，随着国家医保局的成
立和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的建立
和逐渐完善，肿瘤诊疗所需创新药物价
格昂贵、使用途径不规范、市场供应有限
的问题得到极大改善，救急救命的好药
的大量引入，优化目录结构的同时，也改
善了医疗生态。

提示1：
不可迷信“低价”

“双 11”是商家历时多年打造的促销
节，线上线下市场笼罩在“全年最低”“巨
惠特卖”“限时抢购”“爆款秒杀”的宣传
中，给消费者造成“买到就是赚到”的心理
预期。实际上，根据中消协多年来的价格
监测和消费者投诉显示，一些商家促销价
格未必真实惠，有的商家使用“先涨后降”
的套路，有的商家设置各种花式买赠，实
际到手价格与平时并无差别，甚至是全年
最贵。对此，中消协提醒消费者不可迷信
所谓“价格优势”，购买前最好能提前了解
价格走势，做到心中有数。除非是长期跟
踪考察的商品，否则不要单纯相信低价宣
传而盲目跟风下单。

提示2：
留心商家促销规则

有消费者称，“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
红包一毛五”。当前，很多商家纷纷推出
各种促销手段吸引消费者下单，包括预
售、红包、满减、优惠券等，一些促销规则
设计复杂，需要消费者“精打细算”才能理
得清。对此，中消协提醒消费者留心商家
的促销规则，了解各种优惠措施是否有门

槛限制、适用的产品品类和范围、能否叠
加使用以及售后服务措施等。对于未明
确约定或者标识不清以及明显存在不公
平格式条款的，建议慎重选择，以免产生
纠纷。消费者购买预售产品的，还要明确
预付款和尾款的支付时间及金额、商家的
发货时间、双方的违约责任等重要事项。

提示3：
谨慎囤货避免浪费

面对“双 11”强力的打折促销宣传，很
多消费者喜欢囤积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很
多囤货还未拆封就已经过期。中消协提
醒，喜欢囤货的消费者要保持理智，建议
先清理家里的“存货”，按需规划囤货数量
避免浪费。对于化妆品、保健食品、粮油
调料、休闲食品等限期使用的商品，更要
杜绝冲动消费，尽量少囤货或者不囤货。

提示4：
促 销 短 信 骚 扰 ，留 证

据可举报

近年来，“双 11”促销期间营销类垃圾
短信呈现集中爆发的态势，使消费者备受
其扰。依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
规定，未经消费者允许推送商业信息和广
告宣传行为涉嫌违法。中消协提醒消费
者，面对经营者非法推送促销信息，可保

存证据并拨打 12321 网络不良与垃圾信
息举报受理中心热线电话进行投诉、举
报，共同遏制非法推送商业信息行为，保
护个人信息安全。

提示5：
直播购物不要脱离平

台进行私下交易
当前，直播带货火热，但一桩桩带货

主播“翻车”事件也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
吐槽，如主播夸大功效和用极限词语诱导
消费、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不按规定公示
证照信息、引诱消费者进行私下交易以及
售后服务无保障等。对此，中消协建议消
费者保持冷静，克制冲动，尽量选择信誉
高、口碑好的直播带货商家进行交易。为
保障财产安全及交易记录可循，不要脱离
平台进行私下交易，不直接转账、汇款至
私人账户以及通过发送付款链接页面或
者扫描二维码等方式进行付款。

提示6：
了解商家发货及退换

货政策

消费者在购物时要提前了解商家发
货及退换货政策，保存好聊天记录、订单
信息、支付信息、促销优惠截图等相关购
物 凭 证 ，并 向 商 家 索 要 发 票 或 者 收 据 。
由于“双 11”期间，交易量的增加可能导
致商家不能快速发货，所以消费者要提
前和商家明确发货时间，购买急需品、生
鲜 食 品 等 要 注 意 避 开 物 流 高 峰 期 。 同
时，消费者还应仔细阅读退换货政策，了
解所购产品是否享受七日无理由退货以
及退货运费由谁承担等问题，收到货后
尽量当场验货，确认无误后再签收。发
生消费纠纷时，要及时联系商家或者电
商平台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可以向经
营者所在地的消协组织或者市场监管部
门进行投诉。

中消协发布六大消费提示

每年的“双 11”电商购物节，各大平台总是打着诱人的“特
惠促销”“百万补贴”“满减优惠”“限时秒杀”等口号，大幅度的
优惠吸引着消费者的目光。然而，优惠背后也有不少套路，消
费者需要擦亮双眼，理性消费。

为守护消费安全，结合近几年“双 11”消费者投诉情况，中
消协 4 日发布“双 11”六大消费提示，同时敦促各类电商经营
者，多一些诚意、少一些套路，让消费者真正享受到实惠。

“双11”避坑指南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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