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功能上线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徐鹏
航）记者10日从国家医保局获悉，国家医

保服务平台APP“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

息查询”功能于近日正式上线，购药者通

过扫描药盒上的药品追溯码，即可获取详

细的药品销售信息，了解药品的“前世今

生”。目前，每天已有近3.3万人次使用

这一功能查询药品销售信息。

药品追溯码是每盒药品的唯一“电子

身份证”。一盒药品的追溯码，只应有一次

被扫码销售的记录，若重复出现多次，就存

在假药、回流药或药品被串换销售的可能。

据介绍，购药者注册登录国家医保服

务平台APP后，可进入“医保药品耗材追

溯信息查询”功能进行扫码或输入追溯码

查询。如被查询产品涉嫌多次销售，群众

可依据此信息按照相关法律条款要求，向

销售此药品的定点医药机构索赔。

2024年4月以来，国家医保局全力

开展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采集应用工

作。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

1 月 16 日，全国已累计归集追溯码共

158.06 亿条，全国定点医药机构接入

88.09万家，接入率达94.7%。

扫码即知药品“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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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王雨
萧）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

大循环的重中之重。10日召开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研究提振消费有关工作，围绕

提升消费能力、深挖消费潜力、营造放心

消费环境等多方面作出部署。

收入有预期，消费才有底气。会议指

出，要大力支持居民增收，促进工资性收

入合理增长，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提升

消费能力。

“提振消费，稳预期、稳信心是关键。

持续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完善劳

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同时做好医疗、

住房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将进一步提升居

民的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消除百姓消

费的后顾之忧。”广西财经学院副校长陆

善勇说。

近年来，服务消费引擎作用突出。

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

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提高0.9个

百分点，服务零售额增长6.2%，快于商品

销售增速。

会议指出，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优化“一老一小”服务供给，支持便民服务

消费，扩大文体旅游消费，推动冰雪消费，

发展入境消费。

“服务消费已经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

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

究员申宇婧说，应进一步挖掘养老、托

育、文娱等方面的消费潜力，积极拓宽

服务消费场景，让服务消费融入百姓日

常生活中。同时依托国家服务业扩大开

放综合示范区等平台，不断提升相关服

务的供给水平。

会议还要求，推动大宗消费更新升

级，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更好

满足住房消费需求，延伸汽车消费链条。

强化消费品牌引领，支持新型消费加快发

展，促进“人工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

持续打造消费新产品新场景新热点。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咏前表示，商务

部将进一步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发展冰雪

经济、银发经济，促进数字消费、绿色消

费、健康消费，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多举

措激活消费潜力。

提振消费，要让消费者更舒心、更

放心。会议指出，要实施优化消费环境

三年行动，进一步完善质量标准、信用

约束、综合治理、消费维权等制度，着

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营造

放心的消费环境。

黑龙江省工商联农业商会会长张芳

认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就是保护市场活

力，要树立消费者优先导向，全力优化消

费环境，同时进一步畅通消费维权渠道，

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蛇年伊始，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

DeepSeek成为话题焦点。计划假期旅

行、定制年夜饭、优化返程路线……AI搜

索给这个春节增添了不少便利。但同时，

一些打着“AI工具保姆级实用教程”“如

何用AI变现”等旗号的付费网课在社交

平台上捷足先登，甚至宣称“不学就掉

队”。AI搜索需要付费学吗？

制造焦虑动辄收费数百元

今年春节假期，DeepSeek的异军突

起让各类AI应用的关注度再度攀升，在

华为、苹果等多款手机软件商城，Deep-

Seek已连续多日位居“免费App”下载

排行榜首位。

然而，技术迭代更新也成为一些人制

造“认知断层”的“商机”。

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关于

DeepSeek使用的相关教程五花八门，售

价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记者在小红

书搜索“DeepSeek怎么用”的词条时出

现了上万条攻略，“1小时入门教程”“3个

月变身AI使用达人”等标题格外吸睛，让

人眼花缭乱。

记者与一位博主私聊后，被其拉入一

个近500人的群。看到记者的学习意愿，

群主主动添加微信，表示收费800元“一

对一教授，包学包会”，还发来一份“变现

攻略”，称“可以提供渠道让你学会后运用

AI技术兼职，把学费赚回来”。

一位买过课程的“群友”告诉记者，课

程教授的内容几乎都是网上拼凑的信息，

一些所谓的“秘籍”也可在公开信息中搜

到，“觉得被骗了”。

记者梳理发现，在各大社交平台，除

了教人使用AI工具，还有大量课程教人

们如何与AI进行对话、如何将AI部署到

本地等，更有甚者以“用AI赚取人生第一

桶金”为噱头打造“AI训练营”，部分商家

还打出“2025年不是AI淘汰人类，而是

会AI的人淘汰不会AI的人”等口号，制

造AI焦虑。

AI使用需要付费学吗？

专家表示，AI教学及其背后的培训

乱象，正是借助了技术飞速更迭下人们

“怕掉队”的焦虑心态。如何正确认识

AI，让其真正成为辅助人们工作生活的

好帮手，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兰州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

授刘忻介绍，包括DeepSeek在内的多数

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操作界面已经做得非

常简洁流畅。今后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

人们还可以通过语音功能实现和AI的即

时交互。“网络上目前发布的一些免费攻

略基本把AI搜索工具的使用流程都讲清

楚了，大家参考这些已经足够。”

“为了一款免费开放的辅助工具，再

去花钱学习如何使用，显然是本末倒置

了。”刘忻说，并且AI的演进速度非常快，

往往一两个月就会出新的版本，社交平台

上不少教授时长达数月的“深度”课程也

难跟上时效。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信息

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已有302款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备案，其

中，仅2024年就新增238款。

同时，一些业内人士也表示，针对

需要借助AI去辅助完成特定专业领域的

工作，例如医疗导诊、科学实验等可能

涉及底层逻辑及算法的深度使用人群，

接受专业培训也是必要的。但一定要选

择正规的培训机构，学习侧重点应是如

何将本专业与AI应用深度融合，更好提

高工作效率。

北京创智和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门从事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等业务的

企业，该公司华南区域交付总监陈鹏洪表

示，公司后续会借助AI给临床医生做临

床路径推荐、科室精细化运营管理分析等

更有针对性的参考，“这些应用都旨在让

工作变得更高效”。

面对新技术：开放理性无须焦虑

受访专家表示，AI既非洪水猛兽，也

非万能神药，公众要对AI建立起理性认

识，将其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锦上添花的

新型生产力工具，以更加开放、理性的态

度，共同面对AI时代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一些互联网从业者表示，AI重新定

义了工具属性，它的发展目标之一就是主

动走向用户，把专业的技能通俗化，让繁

琐机械的工作流程由AI来完成，人们可

以将更多精力聚焦到自己的创意上。

随着AI产品及服务加速优化，用户

量也爆发式增长。据统计，2024年5月

至7月，字节跳动旗下豆包App的日新

增用户从20万迅速提升至90万；Deep-

Seek上线仅20天日活用户数就已突破

2000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

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用户

规模达2.49亿人，占总人口的17.7%。

如今，AI应用以其智能便捷的优

势，正在成为辅助公众生活、娱乐、工

作的“好帮手”。在这个新年，“AI+版

画”“AI+诗词”“AI+视频”等创意玩

法成为拜年新风潮。“春晚点评的AI

梗”“这届春节AI味太浓了”等词条也

频登各大社交平台热搜。

专家表示，相关部门应尽快建立起相

配套的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网络社交平

台及电商网站也应进一步畅通举报投诉

渠道，举全社会监督之力，让妄想借AI使

用热潮“割韭菜”的不良商家无所遁形，为

AI应用营造健康有序的发展环境。

（新华社兰州2月10日电记者姜伟
超、马莎、王铭禹）

提升消费能力、深挖消费潜力、营造放心消费环境

国务院部署多项举措提振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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