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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围棋课，周三少
儿编程课，周五拳击课，周
六马术课，周日思维培训
课……这是吉林长春一个
7 岁孩子的兴趣班课程
表。课程不仅排得满，内
容也与大众认知的钢琴、
小提琴、舞蹈等相差很
大。记者在吉林、湖南等
地采访发现，现如今部分
家长为孩子挑选兴趣班
时，不以孩子的意愿优先，
而是专挑冷门、昂贵的课
程。这样“攀比型”兴趣培
养，亟待回归理性。

记者采访时发现，一
些家长为孩子挑选兴趣班
时不以孩子兴趣为参考，
而是认为越贵、越冷门的
兴趣班，越“高大上”。在
体育、棋类兴趣班中，存在
一条越来越明显的“鄙视
链”。“足球、篮球、游泳、跆
拳道都司空见惯了，现在
受家长追捧的是棒球、橄
榄球、击剑、冰球、高尔夫、
马术”。

长沙市民陈女士为8
岁儿子报了马术课，一节
课600元，但这只是课时
费，后续买马术装备、到各
地参加比赛的费用更高。
尽管家境不错，高昂的费
用让陈女士不得不缩减其
他开支，但她依旧坚持让
孩子学习。

兴趣班“鄙视链”受追
捧之下，家长的“焦虑”心
理呼之欲出。一位家长认

为，面对激烈竞争，孩子选
择兴趣班实际上就是选择
竞赛“赛道”，参赛选手基
数、难度、获奖率等参数尤
为重要，因此“曲高和寡”
的项目备受追捧。

据了解，很多家长挑
选“高大上”的兴趣班的另
一个原因，是看中其背后
聚焦了财富、资源的“社交
圈”。“如果孩子学的是马
术、高尔夫，他的兴趣班同
学身后是能支付起高昂学
费的家庭，交这样的朋友，
对孩子未来发展有很大好
处。尽管我家孩子才5岁，
但事事都要为他想到前面
……”长春一位家长在朋
友圈上说。

“孩子的兴趣班仿佛
成了父母眼界、能力的体
现，如果孩子学跳舞、画
画，感觉都拿不出手。”很
多家长称自己陷入“角逐”
中，深受其累。

“兴趣班‘鄙视链’深
藏很多认知误区。一些家
长认为冷门科目容易学成，
其实结果恰恰相反。”湖南
师范大学音乐系一位教师
透露，“一些科目在国外有
着浓厚的学习氛围和广泛
的群众基础，但在国内师资
少、教学水平参差不齐，不
仅缺乏系统的评价体系，以
后实用场景也有限。即使
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去学习，
也不见得效果好，只是图
个‘噱头’而已。” （新华）

透视变异的兴趣班——

孩子上了“马术”的课
家长扬起“高贵”的头？

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
障改革简单地说，就是职工
医保参保人的门诊费用以
前主要通过“个人账户”的
方式来保障，现在是通过

“共济保障”，也就是统筹来
报销。

有观点认为，改革是因
为统筹基金没钱了，所以
用个人账户的钱“补窟

窿”。对此，中国社会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
说，这个观点是对我国职
工医保基金的收支状况不
清楚所致。

数据显示，2019 年我
国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当年
收入9279亿元，当年支出
7939亿元。也就是说，在
不动用累计结余的情况下，

统筹基金完全可以实现当
年的收支平衡。所以，补统
筹基金的“窟窿”这一点并
不成立。

王震说，将门诊保障的
方式改为互助共济、统筹报
销为主的模式，最主要的考
虑是通过提高医保基金的
使用效率，从而提高参保人
的门诊待遇水平。

自己的“钱”为什么给别人用？
——解读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改革热点问题

近期，国家医疗保障局就推进门诊共济保障、改革个

人账户的文件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不少涉及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改革举措，引发社会热议。

门诊共济是自己的“钱”给别人用了吗，是年轻人的

钱给老年人用了吗？调整个人账户使用范围是否会影响

零售药店的发展？就这些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医保专

家和业内人士。

改革前，个人账户的使
用渠道中，零售药店占了较
高比例。一个观点认为，本
次改革缩减了个人账户，零
售药店客流将减少，营业收
入可能下降，甚至影响药店
的发展。

对此，一位业内人士分
析说，2019年，职工医保个
人账户总收入 5840.34 亿
元，支出4724.48亿元。其
中 ，在 药 店 购 药 费 用
2029.42亿元，占支出总额
的42.96％。改革后，个人
账户每年还有近4000亿元
的收入，再加上累计结存的
8426亿元，应该说个人账
户还有非常大的一块规模，

足以满足参保人在药店的
购药需求。

他表示，门诊统筹制度
的进一步建立健全，意味着
慢病保障功能得到强化，零
售药店作为慢病药品的主
要销售渠道，潜在市场得到
进一步扩大，意味着零售药
店新一轮发展机遇即将到
来。浙江在这方面就提供
了良好的范本。

此次改革还拟拓宽个
人账户的使用范围——从
只能个人支付拓宽到了配
偶、子女、父母等家庭成
员；从只能用于药品支付
拓宽至医疗耗材、医疗器
械等。“这也将进一步增加

个人账户在药店的使用，
使得药店在门诊费用保障
方面的分量更重。”王震
说。

以往，体育健身、养生
保健品等产品在药店收入
中占了相当一部分比重。
此次改革拟明确个人账户
的资金不能用于这类非治
疗性的产品。医保管理人
士表示，医保资金的使用
是有法律规定的明确范围
的，非治疗性产品本就不
应出现在医保资金的支付
范围内，不能因为这些违
规使用医保资金的行为

“原先有”就要继续延续下
去。 （新华社）

作为参保人，门诊就
医拟纳入统筹保障后，最
直接的好处是待遇提升
了，原来不能报销的现在
能报销了。但也有一种
担心的声音，门诊统筹
后，一些药品需要到医院
开具才能报销，从而导致
原来大量在药店就可以解

决的问题集中到医院，增
加医院负担和个人医疗费
用的支出。

王震解释说，且不说门
诊待遇的提升能否抵消这
种所谓“医疗费用的增加”，
就从临床安全性以及患者
的就医行为来看，在没有改
革之前该去医院的也得去

医院，在改革之后不该去医
院的也没有必要去。

更何况，改革并没有取
消个人账户。“原来在药店
可以购买的药品仍然可以
在药店购买，原来个人账户
该怎么用还是可以怎么
用。所以说，个人负担不会
增加。”王震表示。

变成统筹保障之后，一
个明显的变化是原来从统
筹基金划入个人账户的一
部分资金不再划入，而是留
在统筹基金共济使用。由
此，一些观点认为这是“自
己的钱给别人用、年轻人的
钱给老年人用”。

这里需要了解“共济”
的含义。它是保险的本
质，也叫“大数法则”，意思
是把大家的钱放在一起，

给发生风险事件（疾病）的
人用，共同抵御疾病风
险。试想一下，当人们发
生大病，但个人账户不足
支付时，谁来帮你？谁又
能保证年轻时就一定不发
生大病，年老多病时积存
的个人账户资金一定能够
支付得起大病费用？

王震说，从保险的角
度，不能说自己缴了费但用
不上就是“吃亏”。因为保

险本就是应对不确定性带
来的风险。当然，个人完全
可以用自己的收入和积蓄
来支付疾病费用，那也就没
有“医疗保险”一说了。但
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我们
看到的是完全依靠个人应
对疾病风险是不靠谱的，所
以才有了“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
有了“互助共济”的制度化
保障。

改革是因为统筹基金没钱了？
热点一

为啥要动个人账户的“钱”？
热点二

门诊统筹能否真正减轻个人负担？
热点三

改革后是否影响定点零售药店经营收入？
热点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