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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评天下
XIANDAIJINBAO

通过唾液就能测出孩子具备哪种天赋，并以
此作为孩子的“培养说明书”，培养出某个领域
的天才……名为“儿童天赋基因检测”的项目，
近来在各地悄然流行。受访的多位专业人士表
示，天赋基因检测并无充分、严谨的科学依据，
只是高价商业项目披上的“科学外衣”。（3 月 19
日《现代金报》）

基因检测本身是一步好棋。当前很多疾病可
以在基因上找到病因，通过基因筛查，还可以避免
一些遗传性疾病和先天性疾病的婴儿出生，甚至
有不少常见的慢性病，也可以在基因上找到根源，
并通过基因干预加以预防、诊断、治疗。基因检测
是医学获得的一份厚礼，且这份厚礼的价值，会随
着基因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成熟逐渐显现出来。

但这步好棋有变成臭棋的风险。再好的科研
成果，只要被滥用，就反而可能伤害人类。基因技
术滥用的风险首先在于突破人类伦理的底线，其
次是被当成赚钱的工具。包括基因检测在内的任

何科学技术，都需要具备有一说一的严谨性，切忌
“也许”、“大概”等用语，更不应该进行猜想或预
测，这是算命先生才干的事。当前的一些基因检测
项目，如检测孩子的求知欲、记忆力等，都是出于
一种猜想和发挥，完全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

基因检测是个好事，但这步棋一旦走臭，影
响的绝不是当前参与这些项目的人，除了眼前的
危害外，就长远而言，假如基因检测失去了它的
良好声誉，未来在推广正当项目时，很可能遭遇
误解和阻力。守住基因检测的底线，就是守住合
理开发利用基因检测技术的机遇，也是避免技术
滥用伤害民众的重要手段。

要想避免基因检测这步好棋被下成臭棋，就
得加强科学普及的力度，大幅抬高基因检测的门
槛，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都应被排除在基因
检测的大门之外。即使对于具备资质的相关科研
与医疗机构，也应该加强技术监管，避免这些机
构寻找代理人，打着基因检测的幌子绕道赚钱。

罗志华（医生）

18日，一场关于“学英语”的辩论登上了热搜第
一，起因是一位网友发表了这样一条微博：“对绝大
多数中国人来说，英语都是一件废物技能。浪费了
我们无数人力财力，牺牲了孩子们宝贵的童年
……”此话一出，立即引发争议。王思聪随后发了一
条微博“回怼”：“9012年了还有没出过国的xx”。王
思聪认为，尽管出国可以用翻译软件，但这些软件
并不能翻译出文化。但可惜的是，这场原本还有探
讨空间的争论最后演变成了一场“出没出过国”的
人身攻击。(3月19日中国新闻网)

对于中国人是否应该学英语，不能用简单的结
论作答。

改革开放时，为了能尽快融入世界，与外部世
界进行交流，在国际上较为通用的英语，自然成了

中国与外部世界接触的重要“交流工具”，国内很是
重视。但几十年过去，“英语热”变得泛滥，成了每个
中国学生必修的重要功课，但绝大多数中国人，英
语可能终其一生都难以派上用场。

但作为在世界上比较通用的语言，全世界有45
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每天有超过世界人口1/
3 的人在用英语交谈，75%的电视节目以英语播出，
80%以上的科技信息用英文表达。所以，英语确实又
是打开“世界之窗”的一项重要技能。对于学习英
语，也不能太过排斥。

是否学英语，这就需要对其重要性进行重新评
估，比如有必要取消一些与英语毫无关联的专业所
设的英语门槛，对于英语在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
中的地位，也有必要进行重新审视，比如有必要适
当降低英语在考试、升学中的权重，要让英语更多

成为只是爱好者及专业人士所熟练掌握的语言。
对于学英语重要性的讨论不能走偏，不能变成不

同立场人士相互之间的攻讦与“互怼”，而需要各方都
能够平心静气，多一些理性讨论，少一些偏见，少一些
意气之争，这样才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才有助于社
会进步。就如此次“学英语”的辩论，居然演变成了一场

“出没出过国”的人身攻击，就不免让人大跌眼镜。
尤其是公众人物，一举一动都受人关注，更应

该谨言慎行。并非是公众人物不能针对这类公共话
题发声，而是应该让自己的发声更有建议性、更有
价值，更为理性，从而做好舆论引导，当好“舆论领
袖”；不能仅凭一己好恶口无遮拦乱说一气，否则只
会对舆论起到负面引导的作用，让有意义讨论、辩
论变成骂架或势不两立的“站队”，让自己变成了社
会舆论的“搅屎棍”。 戴先任

别让“是否学英语”成舆论场的“搅屎棍”

切忌以保护之名
行“放纵”之实

18日8时许，江苏盐城建湖县居民杨某（女，
37 岁）被发现死于家中。接警后公安机关迅速开
展侦查，将有重大作案嫌疑的邵某（男，13 岁，杨
某之子）抓获。经查，16日晚，邵某因不服杨某管
教，双方发生激烈冲突，致杨某身亡。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3月18日 央视新闻）

完全可以预料到，该案的结果无非是将杀害
其母亲的邵某无罪释放，至多将其送入工读学校，
由专门老师陪同管教。这样的处理，无疑将引起民
意反弹，甚至引发当地居民的不安和恐慌情绪。但
从法律层面讲，当地有关部门的做法没有毛病。关
键在于，理当尽快构建收容教养涉罪未成年人体
系，让这些小恶魔受到应有惩戒和教育。

梳理报道可知，未成年人犯罪事件时有发
生。2018年12月，湖南省沅江市12岁少年吴兵持
刀疯狂地杀害了自己母亲后被释放，引发当地恐
慌和学生家长反对，后由其监护人及公安、教育、
镇政府共同对其进行定点监护管理。

根据刑法，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
人，犯故意杀人等特殊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
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
容教养。也就是说，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有
严重“犯罪行为”，但又不能予以刑事制裁的，可
由政府收容教养。

但是，虽然早在 1956 年就有对“少年犯收容
教养”的规定，实践中却难以落到实处，否则也不
会出现监护人及公安、教育、镇政府共同对“小恶
魔”进行定点监护管理的尴尬了。

同时，什么样的涉罪未成年人应当收容教养，
该履行什么样的法定程序，收容教养期限是多长，
收容教养机构有权施加何种教育惩戒措施，均不
明确。这显然不是好现象，一方面是无需承担刑事
责任，另一方面是不对其收容教养，相当于“小恶
魔”受不到任何约束惩戒，未成年身份成了其恣意
妄为、为非作歹、行凶作恶的“护身符”。

这既是对公平正义的严重戕害，也是对受害
人的极大不公，更会引发公众恐慌和不安。因为
谁也不想让自己和一个作恶后未受惩罚、未经矫
正、不知其是否已经改过自新的人相处交往，这
并非歧视和偏见，而是普通人自我保护本能使
然。要是任由这样一个“小恶魔”到处游荡，任何
人都可能遭遇无妄之灾。

保护未成年人不是“保护”未成年人犯罪，更
不是放任已经犯下滔天罪行的“小恶魔”。在降低
刑事责任年龄门槛尚需时日，要求家长管教不现
实的背景下，势必尽快出台配套措施，让刑法规
定的收容教养涉罪未成年人落到实处。对那些罪
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小恶魔”收容教
养，并施加心理干预、行为矫正和适当惩戒。这才
是对涉罪未成年人、受害人、公众安全感的负责，
而非假惺惺地以保护之名行“放纵”之实。

史洪举（法官）

人心之隔膜，那种下意识的不信任与相互提
防，很多时候是根深蒂固的。热心救人的医生，在
被索要医师证、写情况说明以及拍照留证之后，
内心深处升腾出一丝悲哀，也实属人之常情。

无论列车乘务员的本意如何，此事给救人医生
的主观感觉，就是很不爽、很遗憾。尽管官方回应解
释称，留存联系方式和现场救治情况主要是便于后
续医院更好地救治，但这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显然
不足以让所有人信服。一些网友就指出，列车乘务
员之所以要这么做，纯粹就是为了“甩锅”、为了规
避自身风险。尤其若是后续产生医疗纠纷，列车一
方更是可以完全将责任推给救治医生——这点“小
心思”昭然若揭，当事各方和围观者都心知肚明。

此事中，列车方面表现出了极强的“利己之
心”和“避险意识”。如果，其是公民个体或是纯粹
的商业机构，那么这份“私心”也算无可厚非。然
而需要注意的是，当前语境下，火车运营方仍可
归为公共服务提供者，这决定了其一言一行还是
应该秉持“公义”“公心”，而绝不该基于狭隘的小
算计。火车管理者在车厢这个公共空间里的所作

所为，必然会产生外溢的示范效应。例如，此事发
生后，许多医生都在感叹“以后再也不敢救人
了”，这便是逆向激励的恶果。

在公共空间内且有公共管理者在场的前提
下，见义勇为者仍被“暗示”要为自己的义举承担
全部兜底责任。如此小格局的做派，不仅不符合
整个社会的主流道德指向，更与相关法律和立法
精神相违背。根据《民法总则》，“因自愿实施紧急
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
责任。”这一无差别的责任豁免条款，从根本上决
定了，医生在火车上进行紧急救治是不该有后顾
之忧的。只是很可惜，列车方面一番纯属多余的
操作，让这件简单的事情又变得复杂起来。

宏观而言，上层设计其实一直在给见义勇为
减压、去风险。而某些微观场景所传递出的信号，
却是截然相反。很多时候，个案所产生的影响，甚
至比那些规则与制度的进步，对人心的牵引效果
更甚。可终究，就算见义勇为要面临一些不公平
的对待，我们还是应该心怀善意，来回应这世道
的狡黠与隔阂。 然玉

动车上救人被索医师证
苛待见义勇为者最伤人心

3月17日，有旅客在D3563次列车突
发疾病，同是乘客的陈医生伸出援手，但被
列车工作人员索要医师证，并拍下照片、车
票等留存。针对此事，3月19日，南宁客运
段发布“致歉声明”，称对此事“高度关注”，
并表示“对突发状况考虑不周、处置方式欠
妥”，向当事人及广大医务工作者致歉。（3
月19日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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