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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评天下
XIANDAIJINBAO

51岁曾女士特别钟爱养生之道。日前，她将
20余种水果混合榨汁，简单过滤后，自己进行静
脉注射，不料立即感到皮肤瘙痒，体温上升。医生
接诊后发现其全身感染严重，面临生命危险。经
过五天紧急救治，曾女士从ICU转到普通病房。
（3月18日《潇湘晨报》）

这个新闻看得人不胜唏嘘，居然会有如此荒
诞的事情发生，将鲜榨果汁当成营养液输入到体
内，这哪里是养生，分明是玩命。同样的怪事还有
一桩，“女子患病拒绝去医院，只喝神奇果汁离
世”，则是将果汁当成治病神药，可惜没治好病，
反害了卿卿性命，实在是令人痛惜。

只要具备中学生物知识的人，都应该清楚人
体器官构造和运行，乃是非常精密的，一丝不苟。
身体需要最基本的营养元素平衡，营养供应不足
会造成紊乱，影响生命系统的正常维系；血液则对
异物形成排斥反应，如果有杂质进入，会引起剧烈
免疫反应，影响到脏器运行，严重者会危及生命。

无论是将果汁当药喝，还是把果汁输入体

内，都是将伪科学、伪养生理论奉为圭臬，陷入思
维误区，犹如走火入魔一般。而将自己的生命安
危寄于不靠谱的养生谬论下，这样的结果很是悲
催，也非常令人费解。

在现代社会里，科学已经渗透每一个领域，
缘何还有人做出违背科学的事来？

事实上，类似荒诞并不少见。近年来，不断有
各种伪科学、伪养生理论流行，部分人被洗脑后，
对一些导师、神医言听计从，甚至于倾家荡产、赔
上性命也不醒悟。

在网络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人们可以轻易获
取各种信息。然而，海量信息也带来了另一种烦
恼，大量虚假信息、谣言、伪科学、伪养生等充斥
其中，如果缺乏辨识力，就容易被这些垃圾信息
忽悠，最终酿成悲剧。

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发生，需要双管齐下。一
方面加大科普宣传，向民众灌输正确科学常识，
培养科学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则要清理虚假信
息、谣言、伪科学、伪养生等网络信息，严厉打击
利用这些谬论非法牟利的行为。 江德斌

最近，网上流行“垃圾清理挑战”：找一个你觉
得需要维护和清理的场地，先拍下照片，然后把它
打扫干净，再晒上清理后的照片。3月16日，人民
网微博表扬了国内多位参与挑战的网友，感谢他
们为改善环境做出贡献，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浙
江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医生王启新。（3 月 18 日

《宁波晚报》）

在一个互联网无所不“加”的时代里，“垃圾清
理挑战”给公益植入了互联网基因，给环保活动带
来了更多想象空间。依托于社交网络的快速传播
能力，“垃圾清理挑战”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为环保提供了一条公众参与的渠道。

伴随着社会变迁，老百姓对环保的认知在
不断深化。从不乱扔垃圾到垃圾分类，再到“垃

圾清理挑战”。
再看“垃圾清理挑战”，参与者到底得到了什

么？一方面，通过亲历而为的角色体验，人们能够
更加理解清理垃圾的艰辛，懂得换位思考和体谅
环卫工的不易，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环保深层次的
认同；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公益”，参与者不
仅得到了满足、乐趣等内在性的激励，也得到了来
自他人的肯定、尊重和赞誉等外在性的激励。

千姿百态的社会流动，让我们经常置身于一
个周围人都是陌生人的场域之中；这既让一些背
离公序良俗和社会规范的失范行为有了藏匿空
间，也让一些契合传统道德和现代文明的行为难
以被“看见”、难以得到舆论的赞扬；当契合公共利
益和价值理性的做法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激励和
回报，就会降低人们向善向好的意愿。得益于神奇

的互联网，“垃圾清理挑战”不仅记录了参与者为
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付出的努力，也会感染和
影响更多的人们。

社会学家指出，人的现代化就是从“消极公
民”转变为理性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公民”。这个
世界的分量和质量，和每个人的角色扮演息息相
关；“勿以善小而不为”，点滴的细节推动，其价值
同样不容忽视；聚沙成塔，众人拾柴，当公益的力
量汇聚，就会产生一种强大的能量。

不论是“垃圾清理挑战”，还是垃圾分类，抑或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美丽中国，垃圾需要得到
更好的处理。环保作为一种公共事务，不能陷入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
水吃”的“搭便车困境”，而是需要更多公众参与的
路径。 杨朝清

六教师打麻将被处罚
还须“以法服人”

云南丽江永胜县3所学校的6名在
职教师因寒假期间打麻将，被警方查获，
6人被处行拘十日。近日，该县教育局对
这6名教师进行了降低岗位等级处罚，并
对涉事3所学校的校长问责。（3 月 18 日
澎湃新闻）

在我国，麻将有着深厚群众基础，因
此当 6 名在职教师寒假期间打麻将不仅
被拘留，还被降低岗位等级的消息出来
时，让人惊叹连连。

2005 年，由最高法、最高检颁布施
行的《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即明文规
定：“不以营利为目的，进行带有少量财
物输赢的娱乐活动，以及提供棋牌室等
娱乐场所只收取正常的场所和服务费
用的经营行为等，不以赌博论处。”可谓
规定明确。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6 名在职教师
寒假期间打麻将，是不是过年期间的娱
乐活动？六人之间是否沾亲带故？特别
是赌资是否过大，超过了按规定应受处
罚的额度？

如果 6 名教师仅是娱乐，是在“进
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娱乐活动”，则
公安机关的处罚明显过重，凸显了执法
程序中的基层民警自由裁量权过大，权
力缺乏监督导致的权力滥用。这也是众
声质疑的原因所在。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情
形，那就是这 3 所学校的 6 名在职教师确
实是聚众赌博。教师一直以来都享有教
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崇高地位，大多数教
师都恪尽职守，德才兼备，广受赞誉，但
也不能否认确有少部分老师漠视法规，
师德滑坡，有意无意间逾越法纪红线。触
犯法规便应该接受法规及教师守则的相
关处罚，校长被连带问责属于管理失职，
也不算冤枉。

因此，警方在公布或者媒体在报道
此类案件时，尽可能全面地将案件性质、
要素、断案依据告知公众，让人一目了
然，而不是信息缺损，暧昧不明，引起不
必要的舆论风波，影响社会判断力及政
府公信力。

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不管是公民个
体还是执法机关，都要具备法制思维，提
高法律水平，要知法守法，依法办事。“六
教师打麻将被处罚”，还需要当地警方拿
出严格执法、秉公执法的法律法理，以法
服人，以正视听。 斯涵涵

据悉，这位网友的父亲骑电动车摔倒后受
伤，进行脊椎手术后本已愈合出院，谁知术后伤
口化脓，又出现问题。医生表示“能活多久看‘造
化’了”、“一百万花下去也不一定有用”。面对这
样的处境，换成任意一个子女，都会陷入选择困
境之中。救与不救是人性与理性的双重考验。

不难理解，死亡是人生迈不过去的一道坎，
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情。笔者以为，别把“投票救
父”过于复杂化。

首先，每个人都应该有着正确的生死观，每
个个体都是自由的，必须被尊重。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自己高寿无疾而终是一种幸事；倘若因
疾病受到一些生理上的折磨，死亡也许是最好的
解脱，而且也不会给在世的亲人增添过多压力。

其次，也正如有学者所言，“即使是亲人也没
有‘权力’宣判患者的生死，更不要说让网民来决
定了。当然，在抢救已没有意义的情况下，为了避

免更大经济负担，亲人有‘权利’放弃救治。”由此
可见，“投票救父”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最终的
决定权，一方面要考虑医生的最后诊治结果；另
一方面也应尊重病人的意愿；而且病人亲属的感
受也须顾及。

再次，也应该认识到“放弃不等于冷漠”。尤
其是身处于生死两难之际，在世的亲人做抉择，
不仅需要战胜自己内心障碍，有时甚至还要面对
世俗眼光，这些均需要理智与勇气。当然，让这种
无奈的痛感更少些，需要我们对亲情多些珍惜与
呵护。比如，父母在世时多陪陪他们，就会少一些
至亲离世时的愧疚。

总之，某种意义上讲，“投票救父”之所以引
发广泛热议，在于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这样
的取舍难题。而纾解这种抉择之难，既需要医疗
科学技术的进步，也需要科学生死观知识的普
及。 杨玉龙

网红“垃圾清理挑战”让公益变得不一样

看懂“投票救父”
背后的生死课

“鲜榨果汁输液”太荒诞
科学理性精神不可缺

父亲病危，请网友投票决定要不
要继续救治……这样一则新闻日前引
发讨论。3月 15日，有常州市民在当
地论坛发起了一个投票帖。对此，网友
的意见针锋相对，有人毫不留情地批
判发帖人；也有人表示理解当事人的
做法。（3月18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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