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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下午，陕西洋县公安局网警发现微博用户名为
“小杨热线FC”发布微博称：“出车祸了，死了7个人”，并配发有2
张车祸现场图片和一张微信聊天截图。洋县公安局网安大队调
查发现，该信息为虚假信息，并依法对违法行为人行政拘留7
日。 10月17日《北京青年报》

苹果“抗水”广告不能含“水分”
张淳艺

近日，有多名网友反映，其购买的iPhoneXS Max、iPhone
X手机进水后部分功能停用，与苹果宣称的“在水下停留时间最
长可达30分钟”的描述不符。苹果公司客服人员称，手机并非防
水而是抗水，只能防溅水，“水下最长停留30分钟”是在控制实验
条件下的效果。 10月17日《北京青年报》

“抗水”和“防水”究竟有什么区别，多数消费者并不清楚。不
过，从普通人的思维理解，一部手机能够在一两米深的水下待上
半小时，那就应该不怕水才对。加之，在iphoneXS的宣传片中，
潇洒的男模特在酒吧把手机掉进了酒杯里，进一步增加了消费者
对于苹果手机防水性能的信任。然而，事实却让人大跌眼镜。

我国《广告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
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正如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
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广告协会法律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朱巍指
出，“水下停留30分钟，是在几米深处、手机是出于动态还是静
态、抗水是对淡水还是海水等，这些没说清楚，没提醒消费者实际
使用对应什么抗水效果，涉嫌虚假宣传。”

宣传手机“抗水”，广告本身先要做到不含水分。一旦谎言被
戳穿，真相浮出水面，对于品牌信誉和产品形象都是极大的损
害，对消费者来说更是“坑”。

对医闹联合惩戒
更需强化现场处置
朱丹

近日，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等28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对严重
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失信行为责任人实施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的通知，将
对医闹实施跨部门联合惩戒措施，包括限制其乘坐飞机、列车软卧、G字头动
车组列车、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高消费及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
的消费行为；限制招录（聘）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

10月16日新华社

28部门实施的联合惩戒措施，不仅提升了医闹的违法成本，也是治疗医
闹的一剂良药。但是除了这些联合惩戒，惩治医疗更应该强化现场处置。

医闹危害深重，不仅伤害医务人员，也影响医疗机构的正常秩序，破坏医
疗环境，是社会的一大毒瘤，正因如此，我国才及时在刑法修正案中将医闹列
入刑罚，通过刑罚来打击医闹，维护医疗秩序。

这种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医闹的出现，但是仍然有一些人罔顾
法律，暴力伤医行为仍然时有发生，这就需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对医闹实
施更为严厉的惩罚，28部门的联合惩戒就是一个很好的举措。医闹行为人
被治安或刑事处罚结束后，再通过联合惩戒的措施，对行为人在一些生活领
域进行限制，这种举措提升了违法成本，可以对医闹形成震慑，以此倒逼一些
人在与医护人员接触时，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冷静处理，遇到医疗问题，能
够积极采取合法途径去表达和维权。

可是联合惩戒毕竟有一定的滞后性，是在事后实施的一种延伸性惩戒，
并不能及时阻止医闹行为的发生，也不能及时保护医护人员的安全。因此，
在肯定这种措施的同时，也应该加强现场处置，积极阻止暴力行为，将医闹扼
杀在萌芽状态。

比如，可以加强对医院的安保工作，尤其是加强一些重要科室的安全保
护。具体而言，可以增强安保力量，也可以与公安机关联动，通过在医院增设
警力，在医院设置流动派出所，实行长期安全保护。相关部门还可以设立医
疗投诉通道，方便患者举报投诉，及时发现和化解医患矛盾，积极为医患搭建
沟通桥梁，调解矛盾，做好解释和安抚工作，避免激化矛盾等。

总之，28部门的联合惩戒固然很有必要，但是制止医闹还是应该关口前
移，积极化解医患矛盾，及时做好现场处置，以便更好地保护医护人员。

四千万老人“失能”
呼唤养老服务“多能”
张西流

他们疾病与衰老并存，无法行走、不能自理，甚至无法控制身
体排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失能老人。全国失能和半失
能老人已超过4000万人，他们的养护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减
轻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家庭的照料和经济负担，维护失能和半失能
老人的生活质量和尊严，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发力。

10月17日新华网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1.2亿，每年以近
1000万的速度增加，到2050年，将是目前的三倍。毋庸置疑，家
庭是法定养老主体和老年人养老的基本保障。然而，随着经济
社会的转型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全社会正面临家庭养老功能日
益弱化的问题。为此，国家先后出台了多项养老政策，积极应
对我国“跑步前进”的老龄化进程。比如，在实行养老保险城乡
统筹的基础上，建立完善了新农保政策，让60岁以上农村老年
人受益；在全国统一实施高龄养老津贴制度，让遍及城乡的80
岁以上老年人受惠，使我国的养老举措，由“补缺型”向“普惠型”
转变。

然而，对于失能老人来说，除了参与基本养老保险之外，还需
公共养老服务多元化。换言之，4000万老人“失能”，呼唤养老服
务“多能”。首先，应全面推行居家养老模式。居家养老是指老年
人按照我国民族生活习惯，选择居住在家庭中安度晚年生活的养
老方式。它以社区为平台，整合社区内各种服务资源，为老人提
供助餐、助洁、助浴、助医等服务。这种服务模式，既解决了在养
老院养老亲情淡薄的问题，又解决了传统家庭养老服务不足的难
题，更解决了失能老人日常护理问题，是一种介于家庭养老和机
构养老之间的新型养老模式。

同时，扶持发展“普及型”的养老机构。众所周知，我国老年
人群体中，中低收入者占绝大多数。因此，我们的养老机构，要普
惠大众，即以“普及型”为主，面向绝大多数中低收入老年群体，提
供“一个房间一张床”式的养老服务。对于“普及型”养老，应定性
为公益性社会福利事业，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辅以社会资助和
民间资本投入，实行医养结合，完善用药报销制度。特别是，加快
推动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的立法进程，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探
索解决失能老人护理难题，让更多老年人，特别是失能老人，真正
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晚年衣食无忧。

悠着点，“私家侦探”
马涤明

前两天，杭州西湖区人民法院判了两个“私家侦探”，一个30
岁，一个35岁，他们经营着一家“咨询公司”，实际上主要业务是
帮人家调查婚外情。他们对调查对象安装定位器，跟踪对方出
入，拍下了车震等画面。而“行踪轨迹”属于公民很敏感的个人信
息，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50条以上行踪信息就构成犯罪。这
一回，“私家侦探”赵某、王某被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各处罚金13万元。

10月16日《都市快报》

对婚外情等私人隐私活动的商业调查，不论动机，不论效果，
都跟维护婚姻权利扯不上。婚外情当然不能提倡，但这种属于公
民私德的问题，也只能在有关的当事人之间内部解决，或通过民
事法律程序解决。私德上的问题，法律、执法部门都无权介入，私
人侦探更不可以介入，何况是对高度隐私的私人行为进行所谓

“取证”了。法治社会里，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权利的问
题归权利，任何公民的隐私权利、个人信息都应受到法律的公平
保护，那种“专业”经营公民隐私、个人信息业务的私家侦探或咨
询公司，就该受到法律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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