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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魏英杰

政 府 过 紧 日
子，既是为了
调 动 更 多 资
源保障民生，
也 是 为 了 从
精 神 上 做 好
准备，迎接任
何挑战。

流动摊贩管
理，如何做到
既不影响城
市环境，又能
保就业促民
生，对城市管
理者来说是
一个不小的
挑战。

本报评论员
张炳剑

“网订店送”
以 外 卖 方 式
解 决 一 部 分
人 买 药 难 问
题，无疑是一
件 有 利 民 生
的新生事物。

本报评论员
项向荣

在5月28日的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再次

强调，各级政府都要过紧日子，决不允许搞形

式主义，干那些大手大脚花钱的事。

“要过紧日子”这番话，这段时间来已

成为热词。无论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

还是企业老板、上班族，讨论起当前的经济

形势，都会提到。这其实已成为社会共识，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面对经济下行

压力和尚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不但要有过

紧日子的心理准备，更要有过紧日子的具

体应对措施。

政府过紧日子和百姓过紧日子，不是一

回事。百姓过紧日子，是应对经济不确定性

的一种选择，这样才能留有余地，不至于手忙

脚乱。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意味着工作和收

入可能不稳定，如果还像以往那样大手大脚，

一旦遇上什么急事，难免慌里慌张。这也是

我们应对变化的一种正常心理。

而政府过紧日子，则是为了把更多资源

调整给社会民生，更好地保障民生。这也就

是总理之前所说的，政府过紧日子是为了让

老百姓过好日子。政府开支来自税费等财政

收入，税费取之于民，再通过各种方式用之于

民。政府节省开支、过紧日子，社会民生开支

就会有更多腾挪空间。

政府过紧日子，是要动真格的。一方

面要从预算入手，该砍掉的三公经费、非刚

性支出，就要砍掉。能不开的会就不开，能

不办的展就不办，能减少的公务费用要减

少，这些在编制预算的时候，就要有一个指

标 ，要 从 比 例 上 、数 字 上 看 得 到 真 正 的 压

缩。另一方面要从经费列支入手，省下来

的钱要不折不扣落实到社会民生领域，用

在百姓身上，而不是沉淀在财政账户里，更

不能层层截留，最后还是消耗在各级政府

部门手里。

政府过紧日子，就要对自己苛刻一点，对

百姓大方一点。不仅节约出来的钱要用于改

善民生，还要千方百计增加支持经济和社会

的资金。如这次新增的1万亿财政赤字和1万

亿抗疫特别国债，将全部转给地方，直达市县

基层，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

主体等方面。政府对自己狠一点，才能让各

级政府工作人员强化危机意识，迎难而上，从

而化危为机，走出疫情阴影。

政府过紧日子，既是为了调动更多资源

保障民生，也是为了从精神上做好准备，迎接

任何挑战。

政府过紧日子，是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政府过紧日子，是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日

前，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联合印发

了《2020 年浙江省 24 小时“网订店送”药房

建设工作方案》。《方案》明确了浙江 24 小时

“网订店送”药房建设的建设目标、建设模

式、职责分工等方面内容。以后，浙江消费

者购药可以享受到 24 小时外卖式服务体验

了。

有些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半夜三更突然

身体不适，但又不至于上医院；行动不便，常

备的药用完了⋯⋯此时如何是好？

通过“网订店送”模式，消费者只要打开

手机 APP，搜索病症或药品名称等关键词，

即可进入相关页面，系统将根据配送地址，

推荐距离最近的送药上门的门店，确认用药

问题后下单，即可享受“白天 30 分钟送达，

夜间 1 小时送达”的服务。如此，上述问题

就解决了。

除了手机淘宝，目前在杭州，美团外卖、

饿了么、京东到家、平安好医生等多个电商

平台也支持“网订店送”服务。

的确，“网订店送”方便了群众。感冒发

烧、肠胃不适、过敏瘙痒、跌打损伤、眼科等

方面的用药，其实犯不着去医院排队挂号，

采用外卖形式，节约了时间。还有慢性病，

用药相对固定，完全可以通过“网订店送”购

买药品，不用再去医院找医生。

有人担心，非处方药网上买卖不要紧，

可处方药呢？对此，浙江省政协委员陈海啸

建议，网订送药模式可以和互联网医院相结

合，“最好到互联网医院去下单。通过视频、

语音，或者是过去的一些化验单，简单地判

断一下，可能就会大大提高给药的精准度，

药品的质量相对也会好一些。”

《方案》针对这些问题，设置了联合本地

区医疗机构合作模式：主要针对慢病患者长

期用药，依托浙江省互联网医院平台，基于

患者线上复诊，获取有效电子处方→处方审

核→调剂→提供药学服务→线上支付（医保

或自费）→配送上门的流程开展服务。不难

看出，在“联合本地区医疗机构合作模式”和

“结合‘互联网+医疗’合作模式中，药店都

有机会承接从医院流转而来的处方。

“网订店送”的落地，是政府和社会各界

不懈努力的结果。钱江晚报“同心桥”栏目

在今年 1 月省两会访谈间曾邀请三位来自

医卫界的省政协委员，与本报评论员一起深

入探讨这个“一键下单，送药上门”的民生实

事。在今年的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建成

24 小时“网订店送”药房 500 家，是政府今年

要做的十大民生实事之一。

“网订店送”以外卖方式解决一部分人

买药难问题，无疑是一件有利民生的新生事

物。

民生思维在前，“网订店送”落地

据央视报道，中央文明办明确要求，在今

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不将占道经营、

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

内容，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在恢复经济社会秩

序、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

极的作用。

此消息一出，受到各方肯定。不少网友

表示，新规接地气、惠民生，“城市的烟火气又

要回来了”。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保就业成了重要议

题。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就业优先政策要

全面强化，“各地要清理取消对就业的不合理

限制，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拓岗位办法要

能用尽用。”

此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

见》，提到要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合理设定

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管理模式。

可见，保就业促民生是当下一项重要工

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文明办将“占道经

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从文明城市测评考

核内容中暂时剔除，是对恢复经济社会秩序、

保就业促民生的有力回应，是一项颇具现实

针对性的举措。

它也是对成都等地做法的认可。此前，

包括成都、杭州、许昌等在内的多个城市采取

措施引导摊贩集中规范经营。比如，成都设

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 2234 个，大型商场占道

促销点 82 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 17891 个，

增加就业岗位 10 万个以上，中心城区餐饮店

铺复工率超过98%。

以往，各地对商贩乱占道经营行为都有

硬性约束规定，有的地方对流动商贩几乎“严

防死守”。

但在当下，保就业促民生成为一项重要

工作，占道经营、流动摊贩等经营业态有助于

增强市场活力，增加就业，拉动消费，有助于

各地经济恢复与发展。同时，热闹起来的“马

路烟火味”，也让城市变得更有人情味，给民

众生活带来更多便利。

当然，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

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并不代表

允许马路上出现混乱无序状态。

流动摊贩管理，如何做到既不影响城市

环境，又能保就业促民生，对城市管理者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一方面，要用善政去承

接政策的善意，保就业促民生，营造出宽松、

良好的就业、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要出台更

加精准、柔性的管理措施，让城市管理水平更

上一个台阶。

要“烟火气”，不要脏乱要“烟火气”，不要脏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