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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点“失物招领费”
别那么小气
前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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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因检测成为创业高潮后，一
大批创业者绕开了艰深的医疗领域，
瞄准了消费级的娱乐市场，开发出了
一系列童话般的基因检测产品：检测
酒量、检测唱歌跑调，甚至检测你的
体质是否抗雾霾。在基因检测的科
学名义下，似乎一切人生问题都有提
前预知的可能。

4月6日《新京报》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学技术
的发展，通过基因预测某些人生问题
会变成现实。但现在看来，市面上的
大多数基因检测产品都是无中生有，
超越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被过度吹
捧，变成牟取暴利的商业噱头；被普
通人奉上神坛，当作预知生死祸福、
改变人生际遇的法宝。

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思想逐渐开化，更多的人选择
相信科学而不是封建迷信。但实际
上，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公众重
视健康、渴望预知并掌控未来的愿望
一直都存在，而封建迷信活动也会

“与时俱进”，打着科学的幌子招摇撞
骗。如此一来，花样繁多的基因检测
产品，如果脱离了实际，只是披着科
学的外衣，与占卜算卦也没有本质上
的区别。

早些年风靡街头的电脑测字算
命也同样如此。在家用电脑尚未普
及的情况下，人们将电脑的作用神
化，商家嗅准商机，推出各式“互联
网+”的算命业务。现如今，电脑测字
算命在街头早已难觅踪迹，反而是花

样繁多的基因检测产品粉墨登场，其
危害程度与电脑测字算命相比有过
之而无不及。

正如媒体报道中提及的案例一
样，一位老人在花费二十多万元给全
家购买了整套基因检测服务后，收到
的报告显示在多种病症上遗传危险系
数过高。而报告提供的方案，则是购
买某品牌的保健品。在购买数万元

“这辈子都吃不完”的保健品后，老人
意识到自己可能上当了，绝望之中，他
选择了跳河自尽。

此外，严谨的基因检测技术，也
在商业的裹挟中逐渐沦为娱乐的工
具。大部分人其实知道一些基因检
测的产品并不靠谱，但这并不妨碍他
们抱着娱乐的心态去尝试。因此，商
家推出唱歌跑调、酒量等基因检测产
品，迎合人们的消费心理，也就不难
理解，可以预见，此后将会有更多的
基因检测产品会被“创造”出来。值
得警惕的是，当严肃的科学活动变成
娱乐、不靠谱的基因检测产品大行其
道时，只会加深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误
解，由此将高深的科学技术低俗化，
而非通俗化。

目前，基因检测技术也正在被商
业围猎，许多创业者开始在这块处女
地上跑马圈地，种类繁多的基因检测
产品也大多来源于此。对此，除了相
关部门的积极引导，科研机构也应明
白，将科学技术转化为商业项目时应
当更加严谨，否则，最终只会变成商
人牟取暴利的工具，而不是造福百
姓。

“电视一开机，广告就推送。”目前市面上的互联网电视，开机广
告短则15秒，长则1分钟，已然成为视频服务商和内容服务商的重
要收入来源。而作为消费者，不仅花钱买电视，还得花时间看开机
广告，颇为郁闷。 4月6日《大河报》

无论何种智能设备，都应该以消费者为“本”。看不看广告，选
择权应该交给消费者。电视开机“霸屏”广告无视消费者权益，是地
地道道的“强奸”行径。

一高校学生认领失物缴10
元，校方这样回应：为鼓励拾金
不昧的良好风气，这样的理由
你接受吗？4月3日，出于对四
川传媒学院保卫处的这一做法
不满，该校一名当事学生将此
事的经过发在微博上，迅速引
起关注。多名该校学生对澎湃
新闻表示，曾经被要求缴纳过
保卫处设立的“失物招领费”，
一般都是10元，最少也要5元。

4月6日《中国青年网》

大学生在学校内丢了东
西，别人拾到了交还，大学生要
付5元或10元的“失物招领费”，
对此，大学生觉得很不爽，觉得
不应该交这笔钱。我不知道，
当大学生丢的东西再也找不回
来时，又该怎么想？

拾金不昧是我们所提倡
的，但对于“拾金给报酬”也不
必排斥。给出的是小钱，拿回
来的是自己有价值的东西。比
如手机，是否划算不言而喻。
事实上，学生丢的东西最终基
本能找到，不能不说这其中有

“失物招领费”的功劳。凭这一
点就足以说明设置“失物招领

费”的重要意义了。其实，支付
“失物招领费”是学生和学校各
付一半，而学生如果不愿意付，
可由学校代为支付。最多的时
候，学校在一个月就要花出去
八九千元给捡到东西的清洁
工。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学生丢
东西是较为常见的。而搭到东
西交还者，显然不是冲着5元10
元钱去的，但无疑获得了一种
肯定，这要比口头表扬更让人
觉得舒服。

设置“失物招领费”还有法
律依据。《物权法》第 112 条规
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
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
管 遗 失 物 等 支 出 的 必 要 费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第 79 条规定，拾得遗失物、
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
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
费用由失主偿还。《广州市拾
遗物品管理规定》明确规定，
处理无人认领的物品后，公安
部门按拾获财物价值 10%的金
额对拾得人给予奖励。给拾
到东西者一定的报酬，这是一
种鼓励的手段，这与提倡拾金
不昧并不矛盾。

不靠谱的基因检测产品
缘何被热捧？
杨雄

电视开机广告
“强奸”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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