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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排列3（24331期）

中奖号码：7 1 2
投注方式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1201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3435注 173元

体彩排列5（24331期）

中奖号码：7 1 2 2 7

奖级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253注 100000元

体彩7位数（24188期）

中奖号码：7 3 2 5 3 7 1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等奖 0注 0元

体彩7星彩（24142期）
中奖号码：5 8 9 9 3 2 + 9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2 5000000元

天天出彩

“共享病床”怎么“共享”？
在中日友好医院，前来治疗肺

部恶性肿瘤的李女士，从预约挂号
开始，不到一周就办理了入院手
续。几年前她看同样的病，床位排
了1个多月。住院更快，是因为李
女士没有在胸外科病房“干等”，而
是住进了住院部其他科室的病房。

医院医务处负责人介绍，医院
内科和外科各为独立组，组内楼
层相近的科室可以共享床位。以
胸外科为例，现有47张床位，有了

“共享病床”，收治能力相当于近
70张床位，增长约50%。

冬季呼吸道疾病高发，湖南省
儿童医院通过床位统筹，将患者
收到其他内科病房；福建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患者由原先平
均等候 7 至 8 天入院降为 3 至 4
天；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在2024年
改善医疗服务工作方案中提出，

以市属三级医院为重点，启动试
点“全院一张床”管理……

没增加病床、没增加医护人
员，从共享里“多”出的收治床位，
可以让患者尽早住院。

“共享病床”是否就是
“床位调配”？

最大程度“盘活”有限的床
位，不少试点医院成立专门的管
理中心统筹患者收治，通过信息
化系统，及时跨科调配病床。

为简化患者办理入院、出院手
续，减少院内奔波，有的医院还大力
推行床旁自助结算工作。患者无需
再到服务大厅窗口排队等候，床位
闲置的时长也进一步缩短。

“这是一项‘以患者为中心’
的系统工程，体现了医院现代化
治理能力的提升。”中日友好医院
党委书记宋树立说，“共享病床”

涉及医务、护理、财务、信息、后勤
等多部门的深度协作，是对医疗
服务流程的重塑和优化。

如何确保疗效“不打折”？
为方便跨科住院病人，重庆医

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实行首诊医生
负责制，从查房、查体到写病历、开
医嘱，均由首诊医生负责到底。

专家介绍，“共享病床”要确
保医疗质量不打折扣，“医生跟着
患者走”是关键。患者调配到其
他科室的病床，负责治疗的仍是
原科室医生。护士经过针对性培
训，也能够胜任护理任务，并朝着
全科护理的方向发展。

部分医院还成立了紧急医疗
救护快速反应小组，“共享病床”
一旦出现危急重症病人，能确保
及时、规范进行急救治疗。

缓解住院难，“共享病床”是
一种答题方式，各方也在寻找更
多解题思路。

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让术
后康复、慢性病维持等患者“下
沉”到更多基层医院；推动更多非
必须住院的术前检查项目在门诊
完成；提升“当天住院、当天手术、
当天出院”的日间手术比例……

想方设法做，努力向前进，办
好一件件就医“小事”，就是医改
惠民的“大事”。 据新华社

4岁女孩轻易地成功
下单6件商品

“下单时不用输入任何密码，
也不需要指纹、面容验证，收到货
时我才反应过来是女儿玩手机时
误触下单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的陈女士提起这段经历时仍有些
难以置信，4岁的女儿怎么就能如
此轻易地成功下单了 6 件共计
400多元的商品，“这种支付方式
真的成熟和安全吗?”

北京市民李女士也有类似经
历。“完全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被开
通’了这个服务，尽管我每次都刻意
选择其他支付方式，但下次结算时

‘先用后付’依然是默认选项。”
除了女儿误触带来的麻烦，陈

女士表示自己也不愿意使用“先
用后付”功能，“下单时感觉不要
钱一样，还款时钱包却突然瘪了
下去，花销也要比不开通时多出
一些。”她说。

记者搜索各大购物和消费平
台发现，淘宝、拼多多等应用都普
遍支持“先用后付”功能。这一策
略可以说是在用户增长和交易量
增速趋于饱和的激烈竞争下，电

商平台的又一创新尝试，简化购
物流程，吊足用户胃口。

业内人士称，“先用后付”概
念极具吸引力，它赋予消费者无
需支付任何费用即可先行体验商
品的权利。“满意后再付款，不满
意轻松退货”的宣传标语看似百
利而无一害，但实际运行起来，却
让不少消费者担心在无意之间被

“割了韭菜”。

“无障碍”开通，取消
步骤却异常繁琐复杂

不少受访者表示，网上购物可
以越来越便利，但是支付方式不
能丢掉严谨。“先用后付”带给消
费者的不良体验和存在的不当行
为应引起重视。

——“被开通”且“难关闭”。
一些平台将“先用后付”选项

隐匿于支付界面细微之处，以不
易察觉的提示询问用户是否启
用；一些平台则在用户初次体验
后自动激活，并在日后消费中直
接“默认勾选”且难以更改。

然而，与这种近乎“无障碍”
的开通流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取消步骤异常繁琐复杂。记者尝

试关闭“先用后付”默认设置，一
直难以发现关闭页面。最终不得
不致电客服，在其指导下进行四
五步操作后才彻底关闭。

“平台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
者接受‘先用后付’功能的行为，
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与自主
选择权。”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王宇维说。

——“秒下单”但“多花费”。
“先用后付”的支付方式给消

费者带来极大不安全感，尤其对
于未成年人或对智能手机操作不
熟练的人群，误触下单风险显著
增加，可能导致因并不知情或资
金紧张而逾期支付，进而对消费
者信用记录产生不良影响。

“我女儿误触下单的产品我不
仅要挨个将它们退回，还要支付
相应物流费用，这既让我承担了
信用风险，还要处理后续问题。”
陈女士不解道，本来是便利措施，
怎么却让她花费了更多精力?

不少消费者反映，“先用后
付”的确让他们“花费”更多了。
作为一种消费信贷模式，“先用后
付”在心理上降低决策门槛，延后
对实际花费的感知，从而可能导
致过度消费。

——“夸大优点”但“含糊风险”。
“我母亲看到‘0元试用’就下

单了，以为是免费送呢。”河北秦
皇岛市民杨先生抱怨道。

部分电商平台在推广“先用后
付”时，往往倾向于夸大其便捷
性、灵活性等优点，对于潜在的风
险和问题，未能给予消费者充分
警示和说明，反而想方设法让消

费者“手滑一下就下单”。
很多消费者称自己根本不记

得是如何开通的“先用后付”功
能，更不要提阅读细则了，“根本
没有印象”。

必须尊重消费者知情
权和自主选择权

业内人士指出，普及“先用后
付”支付模式必须尊重消费者知
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购物平台需
优化其开通、更换及关闭流程，提
供简单便捷的操作指引，并强化信
息披露，让消费者全面了解该支付
方式利弊后理性选择。监管部门应
加强监管，对于存在违规行为的
平台，及时进行处罚和整改。

王宇维建议，消费者在决定使
用“先用后付”功能之前，需充分
了解其运作机制及风险，对平台
的默认设置保持警惕，及时更改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定期查看信
用记录和账户余额，确保没有因
误触下单或逾期付款而产生不良
影响。

黑龙江省消费者协会投诉部
工作人员赵振宇提示，当权益受
损时，消费者应妥善保存相应证
据并第一时间通过平台客服协调
解决。如若平台介入无效，建议
消费者及时向有关行政部门或者
消费者协会投诉。

“在受理消费者投诉后，我们
会积极调查调解，也请大家关注
我们发布的消费提示，谨慎开通、
理性消费、及时付款，避免不必要
的损失。”赵振宇说。 据新华社

现代快报讯（记者 朱绍岳）12
月9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
消息，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将于12
月19日上午9点30分开庭二审。
被害人杨妞花代理律师王文广向
现代快报记者表示，这是杨妞花
第六次直面余华英。希望二审能
够维持对余华英的死刑判决。

“二审我们有两个诉求，一个
是希望维持一审确认的事实和判
决，认定余华英死刑；另外一个则
是增加附带民事赔偿金额，希望
民事赔偿金额高于3万。”王文广
律师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对于即
将到来的二审庭审，杨妞花没有
太多的想法，“只要她（余华英）死
刑”。

现代快报讯（记者 谢喜卓）近
日，河南商丘一市民无意间发现，
孩子此前穿过的冬季校服里面，
填充物疑似碎布垃圾。12 月 10
日，现代快报记者获悉，商丘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科教文体局目前
正在针对此事进行调查。

“我家孩子现在上高中，这件
校服是他五六年前穿的，当时孩
子还在上小学。”市民庞先生告诉
现代快报记者，孩子小学毕业后，
衣服一直没有扔。最近他在外面
干活，便将孩子的这件校服翻出
来，当作平时工服穿，结果不小心
划破了，里面填充的材质才露出
来。

庞先生提供的视频显示，该校
服颜色为黑黄相间，胸口印有“商
中附小”的字样。他说：“校服里
面填充的，有点像塑料纸，又像碎
布垃圾。”

据了解，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昌华高级中学（以下简称“昌
华中学”）位于河南省商丘市，占
地面积220亩，建筑面积10万平
方米，学校分设高中部、初中部、
小学部，在校生8000余人。前述

“商中附小”即为现在的昌华小
学。

12月 10日上午，现代快报记
者致电昌华中学，一名工作人员
听到记者询问此事时，直接挂断
了电话。随后，现代快报记者从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科教文
体局获悉，目前该局正在针对此
事进行调查。

打通各科室，让全院床位成为流动的资源

多地推“共享病床”，减少患者等待时间

无需密码误触下单，意外开通难以关闭

注意避坑，“先用后付”套路多

一张小小的病床，可能只是大医院的“千分之一”，却会是住院患者
的“百分之百”。

着眼患者“一床难求”之忧，我国多地医院探索试行“共享病床”——
打通各科室，医院哪里有病床，患者就住在哪里，让全院床位成为流动的
共享资源，减少患者入院等待时间。

为缓解住院难，我国已经持续扩容病床数量。最新统计显示，全国
共有床位1017.4万张，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已超过部分发达国家
水平。

调查显示，“一床难求”的一个主要症结是“忙闲不均”。
一面是部分大医院病床供不应求，一面是基层医院病床时有闲置。

即便在医院内部，不同科室的病床使用也不均衡，各有各的峰谷。
2023年全国医院病床使用率为79.4%，其中三级医院91.1%，二级

医院74.3%，一级医院54.1%。
民之所盼，正是医改之所向。

冬季校服填充物
疑似碎布垃圾

余华英拐卖儿童案
19日开庭二审

无需密码误触下单，意外开通难以关闭，资金危机信用受损……近
年来，各大网上购物平台纷纷推出“先用后付”支付方式，“0元支付”的
噱头吸引消费者目光的同时也引发了质疑。

这种所谓的新型消费模式，是指满足条件的用户在网络购物时可以
先0元下单，待确认收货后再在规定时间内付款。记者调查发现，“先用
后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支付流程，但目前存在的安全风险、侵犯
消费者合法权益等问题仍需警惕。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