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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盒马16.9元一片的欧坦得
酵醒系列切片欧包在社交平台引发
热议，有网友发帖称其为“面包刺
客”。

4月1日，盒马客服回应称商品
都是合理定价，个人口味并不能代表
所有人的口味，如果觉得不好吃下次
可以不买。

16.9元一片，是啥样的面包？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一位网友发
文称自己出于好奇买了一片盒马的
欧坦得酵醒系列切片欧包，价格为
16.9元。其称“味道还行，面包比较
柔软。”

记者注意到，这款面包有蓝莓杏
子和朗姆提子核桃2种口味，分别标
价 16.9 元/袋和 12.9 元/袋，一袋一
片，重120克。和普通面包不同的
是，该面包贴上了“含酸面团”的标
签，包装袋上印有“比利时进口酸面

团，48小时慢发酵”。
盒马官方在线上购物平台对“含

酸面团”这一标签进行了具体解释，
酸面团是谷物原料、水、微生物通过
长时间发酵，形成酵种及其衍生物，
能赋予面包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
值。盒马还指出，酸面团面包是“清
洁标签”代表，具有天然酸香口味、低
升糖指数、高消化吸收率和天然防腐
特性，易消化。

网友质疑其是“智商税”

有网友认为使用酸面团是这款
面包贵的原因，但也有买过该面包的
网友质疑其为“智商税”，称酸面团听
起来好像很高大上，吃起来却和普通
面包没任何区别，对不起16.9元一片
的价格。

4月1日，武汉的付女士出于好
奇专门买了上述两种口味的欧包，付
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平时经常在家做

手工面包，对酸面包有一定了解，但
尝完后觉得盒马这款酸面包不值这
个价。

其称，“酸面包应该有天然酵母
发酵产生的酸性口感，盒马这款酸面
包却和普通面包的口感大差不差，只
有正常的坚果味和谷物味，没有酸种
的复合味道。”

据配料表，面包配料包含杜伦小
麦酸面团（非活性）、食品加工用酵
母。据此，付女士认为，“酸面团”的
天然酵母已失去活性，面包依赖食品
加工用酵母的发酵功能，因此吃起来
并没有酸性口感。

买了两次盒马欧坦得酵醒系列
欧包的陶女士告诉记者，“第一次买
单纯是出于好奇，想尝尝16.9元一片
的面包是什么口味，第二次买是觉得
买个贵点的面包能给自己提供情绪
价值，但连吃两次都觉得味道实在是
一般，不会再买第三次了。”陶女士
说，面包店的面包卖得贵是因为有营

销有包装，但盒马这款面包不仅口感
一般，包装也只有个小塑料袋。

盒马官方客服：合理定价

同日，记者以顾客身份联系到两
名盒马官方客服，对于面包价格和口
感的争议，一名客服回应称商品都是
合理定价，卖得贵可能是原材料的原
因。另一名客服表示，商品都是统一
配置、统一口感，个人口味并不能代
表所有人的口味，如果觉得不好吃下
次可以不买，但商品定价都是合理
的。

去年12月，盒马与比利时百年
品牌焙乐道在上海签订合作协议，称
双方将围绕健康系列新品展开深度
合作，用后者的“酸面团”为主原料，
打造一系列更健康的面包新品。本
次引起争议的盒马欧坦得酵醒系列
欧包，就是双方的研发产品之一。

（九派新闻）

“网约护士”推广还需迈过几道关？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手机预约、上门服务的“网约护士”在多地出

现。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多样化健康需求增加，居家护理服
务成为失能、半失能老人和行动不便患者的刚需。如何让“互联网＋护
理服务”能够“叫好又叫座”？

盒马16.9元一片面包被指“刺客”
客服回应：定价合理，觉得不好吃可以不买

2019年，国家卫健委率先在北京、
上海等6省市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
试点工作。此后，试点范围逐步扩大。
截至2024年5月，全国共有3000余个
医疗机构开展7类60余个网约护理项
目。

记者了解到，当前“网约护士”的运营
模式不一，有的是医院自己运营，通过医
院官方小程序预约；有的依托地方政府已
有的智慧政务或智慧医疗系统；还有的是
医院与第三方平台合作，或第三方平台独
立运营，统一在第三方平台预约。

湖南目前有1万多名“网约护士”。
湖南省人民医院院长肖亚洲告诉记者，

医院培养了200多名“网约护士”，能开
展管道护理、家庭呼吸照护、压疮护理、
癌痛管理等37项居家上门护理服务，已
累计服务1.65万人次。

“上门服务微信群有近百名工作5
年以上的护士，医院小程序会智能匹配
位置，方便大家利用休息时间就近‘接
单’。”四川省妇幼保健院护士刘庆兰说。

京东健康推出的“护士到家”目前提
供40多项护理服务。据介绍，平台上的

“网约护士”均为高年资护士，大部分具
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换药、打针、采血
等项目占整体需求的50％以上。”京东

“护士到家”相关业务负责人说。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护士正在提供上门护理服务。（新华社）

省去了往返医院的麻烦，规避了交
叉感染的风险，“网约护士”近年来越来
越受欢迎。记者调查发现，面对潜在的
巨大社会需求，“网约护士”推广还存在
一些现实困难。

——收费缺乏标准。现在，“网约护
士”收费多为医院或平台根据当地情况
自主确定。记者在多个“网约护士”小程
序及App上看到，多项服务收费标准不
统一，同一项打针服务费用相差几十元
至上百元。

——存在医疗纠纷等隐患。采访
中，有护士担心，患者家庭不具备相关硬
件条件，上门护理操作不易，容易产生医
患纠纷。“如果患者对服务不认可，找到
医院投诉，现场又没有监控，我们如何安
心工作？”一名护士说。

业内人士表示，在院外实施医疗行

为会面临较大的风险，特别是出现紧急
情况时，患者家中不具备应急抢救条件。

据了解，由于担心针刺等侵入性项
目造成药物不良反应，当前“网约护士”
上门护理的项目大多比较“保守”，以非
侵入性为主。

——部分护士群体负担较重。记者
了解到，多地的“网约护士”大多利用业
余时间上门服务，部分大医院的护士医
疗负担较重，积极性不高。

“医院的绩效对上门服务没有明显
倾斜，接一单就几十块钱，每天在医院从
早忙到晚，回到家有时候都晚上10点多
了，实在没时间再去接单。”一名三甲医
院护士坦言。

也有患者家属抱怨说：“一单转手了
三个护士，最后接手的护士也没有按照
约定时间到达。”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推广“互
联网＋护理服务”，既有助于满足
失能、半失能老人和行动不便患
者的需求，也有助于适度分流医
院就诊患者，缓解就医难题。

护士数量是否足够，一定程
度上决定着服务质量好不好。针
对“网约护士”人手短缺问题，多
位专家建议将上门护理纳入医养
结合工作，促进养中有医；医疗机
构的专业护士与养老机构的护理
人员联动，形成高效协作的上门
服务团队。

收费如何更合理？中南大学
湘雅医学院副院长李学军建议，
有关部门进一步明确“网约护士”
的收费标准，探索将上门护理服
务费用纳入医保，降低患者的经
济负担。

“当前服务推广的一大瓶颈
在于护理人员的责任边界尚未厘
清。”四川一家三甲医院护理部负
责人认为，可通过购买第三方责
任险等方式，维护服务提供者与
患者的权益。

给上门护士配备卫星定位装
置、设置一键报警功能、全程录音
录像……受访人士建议，可采取
这些技术手段提升安全性，并进
一步完善服务流程，确保提前沟
通到位，减少不必要的摩擦。

记者了解到，多地医院正在
探索加强“互联网＋护理服务”质
量安全管理规范。

多位专家认为，多点协同发
力之下，“网约护士”会更便利、更
规范，真正实现“叫好又叫座”。

（据新华社）

推广尚面临诸多因素制约
多点发力推动“叫好又叫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