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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俄罗斯喀山10月 24日
电（记者 韩墨 刘恺）当地时间10月
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
会展中心出席“金砖+”领导人对话
会并发表题为《汇聚“全球南方”磅
礴力量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
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
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
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
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同时，世
界和平和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全
球南方振兴之路注定不会平坦。作
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我们要展
现集体智慧和力量，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挺膺担当。

——坚守和平，实现共同安全。
我们要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加
强全球安全治理，探索标本兼治的
热点问题解决之道。我提出全球安
全倡议，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已经在
维护地区稳定等多个领域取得重要
收获。我们要推动乌克兰危机局势
尽快缓和，为实现政治解决铺平道
路。要继续推动加沙地带全面停
火，重启“两国方案”，并阻止战火在
黎巴嫩蔓延。

—— 重 振 发 展 ，实 现 普 遍 繁
荣。我们要做共同发展的中坚力
量，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
体系改革，推动把发展置于国际经
贸议程中心地位。全球发展倡议
提出 3 年来，已经动员近 200 亿美

元发展资金，开展了 1100 多个项
目。全球工业人工智能联盟卓越
中心近期落户上海，中方还将建立
全球“智慧海关”在线合作平台和
金砖国家海关示范中心，欢迎各国
积极参与。

—— 共 兴 文 明 ，实 现 多 元 和
谐。我们要做文明互鉴的促进力
量，增进沟通对话，支持彼此走符
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方
将牵头成立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
盟，促进各国人文交流和治国理政
互学互鉴。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二十
届三中全会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
署，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无

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心
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支持更
多全球南方国家加入金砖事业，汇
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会议，埃
及总统塞西、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和巴西、印度、阿
联酋、沙特、埃塞俄比亚代表，25位
受邀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新开发银行
行长罗塞芙等6位国际组织负责人
出席。

23日晚，习近平出席普京为金
砖国家及嘉宾国领导人举行的欢迎
宴会。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出席“金砖+”领导人对话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记者 24 日从国家医保局了解
到，2024年医保目录现场谈判、竞价
将于 10 月 27 日至 30 日在北京开
展，预计11月份公布调整结果，新版
药品目录将于2025年1月1日起实
施。

此次调整是国家医保局成立以
来的第7次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于今年7月 1日正式启动。目前经
形式审查、专家评审、结果确认，共
有162个通用名药品确认参加谈判
或竞价。

据了解，2023年通过谈判新增
进入医保目录的105个药品，今年前
三季度惠及797.8 万人次，9月份药
品销售额是1月份的7倍。6年来，

谈判新增的446个药品，协议期内医
保基金累计支出超3400亿元，惠及
8亿人次，带动相关药品销售总额近
5000亿元。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公
立医院采购的药品中，目录内药品
采购金额占比已超90%。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在坚持“保基

本”的前提下，通过及时将创新药以
合理价格纳入目录，并支持加快临
床应用等方式，大力支持创新药发
展。希望各医药企业能够与国家医
保局共同努力，将更多的创新药纳
入目录，惠及更多参保人，为健康中
国助力。

据新华社

2024年医保目录现场谈判竞价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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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到底多少
合适，是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多
年不变的是国标要求：电动自行车
最高设计车速不超过25km/h。但现
实中，解除限速，令电动自行车速度
飙上 40—50km/h 甚至 60km/h 却是
普遍状况。

超速自然违法违规，对此，严肃
查处自不待言。例如，据报道，浙江
瑞安交警大队 2023 年 11 月查处了
一起违规“解码提速”已登记电动自
行车的案件，对驾驶人和经销商分
别罚款300元和20000元。但电动自
行车普遍解码提速的确是不争的事
实，为此，今年 1 月，上海市两会期
间，有人大代表建议，针对相关问题
追查厂家和门店连带责任。

一方面，电动自行车实际行速
普遍过快，甚至存在“架空法律”“法
不责众”的观感；另一方面，这种“集
体超速”现象引发人们的忧虑，甚至

认为查处、遏制得很不到位。
确实，在电动自行车屡屡肇事、

电动自行车“飞起来”的样子经常吓
到行人的背景下，制定“时速大限”，
不让电动自行车成为脱缰野马，体
现了审慎治理、为民负责的立场。

我们必须反对让电动自行车速
度高到离谱，但也应该看到，“提速”
代表了一种民意。

对家庭骑行者而言，电动自行
车的用途很广，例如通勤、接送孩子，
他们希望电动自行车别太慢；对于外
卖小哥等劳动者而言，在考核压力
下，更是希望电动自行车“加速”。

从技术上而言，电动自行车适
当提速并非不可能。媒体梳理过，

从世界范围来看，电动自行车最高
时速在 25km/h 至 30km/h 比较多。
参照这个速度范围，我们的电动自
行车速度，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此外，国情不同，电动自行车的用户
场景和需求也不太一样，这一问题
也应在探讨时考虑进去。

电动自行车“速度之争”，折射
出公众对于交通出行状况的高要
求。换言之，人们牵肠挂肚的是“速
度”，更是交通语境中的获得感：效
率加“享受”。

这也反映出人们内在的权益意
识，即希望在路上可以更公平、更通
畅，当然，也希望更安全——主张电
动自行车提速者没有一个不希望提

速后是安全的——这需要从车辆制
造和管理技术层面加以突破，让车
辆更“保险”、防护更严密。

有人另想对策，例如，通过重新
定义、定位电摩、电轻摩，给其一个
合理的运行空间，来增加出行方式
选择、化解电动自行车“低速”尴尬。

这面临另一重考问，因为不少
城市是禁限摩的，电摩、电轻摩处境
尴尬，不能为出行者分忧。值得一
提的是，2020 年全国两会前夕，《适
度放开“禁限摩”科学规划城市摩托
车行驶》的建议曾引来关注。

无论如何，面对反对“提速”和
主张“提速”的两种社会情绪，如何
既关切民生需求又规范执行规定、
兼顾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考验着
治理智慧。而显然，我们可以更科
学地掌握“平衡度”，不必陷入非此
即彼的情状中。

现代快报/现代+首席评论员 戴之深

面对反对“提速”和主张“提速”的两种社会情绪，如何
既关切民生需求又规范执行规定、兼顾出行效率和交通安
全，考验着治理智慧

如何兼顾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

“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车速不
超过 25km/h”，这一规定自 2019 年
出台以来，一直面临难以执行的尴
尬境地。

有媒体近日调查发现，电动自
行车解速是常规操作。

限速政策是出于安全考虑。电
动自行车一旦存在违规篡改的情
况，导致最高车速、蓄电池电压、电
动机功率等技术指标超出现行国
标，风险大大增加。道路千万条，安

全第一条，这个根本原则不能丢。
然而，从公众出行需要来看，似乎对
25km/h 的限速并不买账，普遍认为
标准过低，应当适当提高。

实际上，厂家对于消费者的需求
最为敏感，在车辆生产时就“留后
门”，销售商可以提供解速服务，实际
上等于默许提速改装。但媒体调查
中交警提到，如果事故车辆是新国标
电动自行车，只要行驶速度超过了每
小时25公里，就会按照机动车标准划

定事故责任。也就是说，虽然大部分
人对限速要求不当回事，但骑车人一
旦发生事故，则需要自己来承担后
果。这对于骑车人来说，也是不公平
的。毕竟电动自行车与真正的机动
车还是有区别的，并且只是在责任划
分时认定为机动车，而在道路行驶权
上划为非机动车，承担的义务和享用
的权利明显不对等。所以有网友认
为，仅以时速为依据来认定机动车和
非机动车，并不合理。

很多网友提到，有需求就有市
场，监管部门需要考虑为什么大部
分人把限速解除？监管是不是方向
有问题？电动自行车限速到底多少
合适，25km/h是否最佳，可以展开进
一步讨论，这些意见应当被正视。
毕竟，车辆行驶安全和公众日常出
行需求并非不可调和，在平衡和兼
顾各方诉求的前提下，设定一个限
速标准，才能被多方接受。

现代快报/现代+评论员 曹玉兵

国标为何刹不住电动自行车“狂飙”

我说

可以为职场充电、释放压
力、扩展社交……近年来，“下班
上夜校”成为很多年轻人的选
择。然而，也有一些培训机构或
个人打着“夜校”的幌子，推出的
收费课程质量堪忧，让不少人大
呼上当。（10 月 24 日《北京晚
报》）

某些所谓的“夜校”徒有其
名，开设的课程优劣混杂；有的

“夜校”光收钱却不开课；一些
培训机构改头换面，也以“夜
校”自居，先用低价的入门课程
吸引学员，再诱导学员购买高价
课程。“夜校”名声的受损，不但
给学员个人带来损失，也给社会
造成不良后果。对于学员而言，
他们原本期望通过夜校提升自
身素养，然而由于教学质量欠
佳、管理混乱等问题，无法达成
自己的目标，甚至可能对学习丧
失热情，乃至信心。对于社会来
讲，“夜校”作为一项重要的教
育资源，如果无法发挥其应有的
作用，将会对人才的培育和社会
的发展产生影响。

不能让那些“假夜校”毁了
名声，打假势在必行。首先，要
强化对“夜校”的管理。需制定
严格的办学标准与规范，加强
对“夜校”的审批与检查。针对
存在问题的“夜校”要及时进行
整顿。同时，要构建完善的投诉
举报机制，及时处理学员的投
诉，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浙江 王军荣

“夜校”不能变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