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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快评

有态度
有温度
有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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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评天下金评天下
XIANDAIJINBAO

今日金评

美女主动加你QQ或微信，不但陪聊解闷，
还教你投资理财；离婚少妇刚遇到的那个他，竟
然是个“高富帅”……充满诱惑力的头像、温情
的语言，一切都让人蠢蠢欲动。但仔细辨别，你
就会发现，这背后隐藏着层层陷阱。（10月28日

《宁波晚报》）

谈个恋爱，结果被骗光了钱，这在以前叫骗
婚，而在近两年，有一个更新潮的词，叫“杀猪
盘”。所谓的“杀猪盘”，其本质也就是网络诈骗，
只不过披上了一层“粉红色”的外衣。

“杀猪盘”类的骗局，模式都很雷同。犯罪嫌疑
人会在各种社交平台、婚恋网站上将自己“打造”
成白富美、高富帅，选择有情感需求、有经济实力
的受害人，隔着屏幕对受害人嘘寒问暖、呵护备
至，照着受害人内心渴望的恋爱模式走，有时为了
达到目的，也会撒点小钱，吊吊胃口，陪着演上一
出浪漫温情的恋爱偶像剧。可是，一旦确定受害人

陷入情网，那么，接下来就是“宰杀收割”——推
荐各种可内部操作的网络投资、博彩、网贷等平
台，一边许以“高利润”，一边打感情牌，让受害人
相信“天上也会掉馅饼”，然后乖乖交钱。

老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即便是面对面相
处，你也难以辨别面前的人是否心怀鬼胎，如
今，隔了一个屏幕，是人是鬼，更是真假难辨。对
于受害者来说，屏幕对面，是“亲爱的”，但对于
犯罪嫌疑人来说，网线那头，是“猪”，一头被喂
肥养大可宰杀的猪，这也就是“杀猪盘”这个词
的由来。

近段时间，“杀猪盘”骗局屡屡被曝光，要防
范这类骗局，仍需多方共同努力。警方要严厉打
击，社交平台方要积极承担监管责任，对于市民
来说，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在社交平台、聊天
软件中，对“投资内幕”“高利润高回报”“系统漏
洞”等关键词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信息和财
产。 崔毅

百姓话语

10月26日晚，歌手林俊杰在镇江市举办了
演唱会。27日晚，一个名为“林俊杰的吊水针头
被出售”的话题引爆网络。27日晚，镇江当地多
个部门就此事展开调查。28日0点，医院在微博
上通报了此事的有关情况。通报称，事件起因系
医院工作人员追星，在林俊杰先生离开后拍摄
相关视频照片并发至朋友圈，涉事的相关工作
人员已被停职，后续视情节严肃处理。（10 月 28
日《新京报》）

据医院调查，林俊杰吊水针头被出售并不属
实，但涉事人员泄露患者就医信息却是不争事
实。林俊杰并非第一个被泄露信息的艺人。2017
年 11 月，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工作人员将吴
亦凡一张影像检查报告发至网上，院方不得不公
开致歉。去年8月，有网友曝光艺人林更新的病
例，事后林更新发微博怒斥泄露病历者无良。

以往，但凡艺人有关的新闻事件，往往会被
归为娱乐新闻。不过，艺人就医信息泄露并不只
是娱乐新闻，而是暴露出医护行业存在的深层
次问题。

首先是职业规范缺失。在平时生活中，医生
和护士可以是追星族。一旦走进治疗室，穿上白
大褂，就应该进入职业角色，认真对待每一位病
人。即使喜欢的艺人成为自己的病人，也应严格
按照规定进行治疗和后续处理，切不可把工作
场合变成追星现场。像这样轮流躺艺人的病床、
对其用过的针头和注水包拍照发圈，这显然不
符合职业规范。

其次是隐私保护不足。我国《执业医师法》
《护士条例》均有明确规定，医生、护士“应当尊
重、关心、爱护患者，保护患者的隐私”，《侵权责
任法》还专门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
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
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泄露林俊杰就医信息，从表面上
看是医院工作人员追星惹的祸，实则折射出一
些医护人员隐私保护意识淡薄。

艺人就医信息泄露，我们不是旁观者。对于
普通公众来说，就医信息同样存在着泄露的风
险，甚至有可能被拿来贩卖牟利。去年，青岛市
市北区检察院通报一起婴幼儿信息泄露案件。
两名护士按 2 元/条的价格，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售卖 1 万多条产妇个人信息。最终包括两名医
护人员在内的六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
刑，并处罚金。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白剑锋在《暖医》一书中
写到，“医学是科学，也是人学。既然是人学，就要
有温度，有感情，否则医学就是冰冷的”。尊重患
者，保护隐私，就是一名暖医的必要条件。 张涛

不吐不快

叫卖明星输液针头，只是一场“追星闹剧”？

你以为在体验恋爱，实际上在奔向“屠宰场”

热点追评

地铁“禁食令”就该“一刀切”

“直播学习”
是直播界的一股清流

直播间内，一条励志标语正滚动播放。
“云同桌：让考研的你不孤单。”又一条励志标
语飘过。镜头前的主播没有露脸，一直在奋笔
疾书，计时器、笔记本、习题册等学习用品的
存在也提醒着观众：这里正在进行学习直播。
记者注意到，随着直播、短视频平台的兴起，
越来越多的人打开摄像头直播自己的学习过
程。（10月28日《南方都市报》）

直播时代，无所不播，打开任何一家直播
或短视频平台，五花八门的直播和短视频就
扑面而来。

“直播学习”，就是一些准备中考、高考或
考研的人，把自己学习的全过程中进行公开
直播。而这样的“学习型主播”和其他主播最
大的不同，就是他们不会像其他主播一样为
了吸引粉丝、获取流量而频繁和网友互动，很
多时候他们甚至连脸部都不露出来，只是直
播自己如何看书、如何做笔记、如何背诵、如
何查资料的过程。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拒绝网友的打
赏，尽管这样的打赏很少。有网友据此认为，
这样的直播学习完全就是作秀。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直播却很有意义，也
算得上是直播时代的一股清流，一种正能量。
因为一来，对于主播来说，他们并非想依靠这
种方式成为网红，或者是收割流量，然后变
现，而只是把这种方式当做是一种督促自己
学习、避免懈怠的方法，既增加了学习的仪式
感，同时也并没有耽误自己正常的学习。二
来，他们直播一段时间后，也会有固定的粉丝
前来围观，这就形成了一种外部监督的作用，
客观上让他们不能辜负了粉丝的期望，从而
一直把学习进行下去。三来，那些“直播学习”
的粉丝，往往兼具着观看者和学习者的共同
身份，或者说他们本身在以直播作为参照，作
为对自己的坚持学习的一种督促。换句话说，
看直播写作业、自习的观众，由观看别人学习
来排解自身的孤独感，可以获得“并不是我一
个人在学习、在做作业”——即世界上有另外
一些人和自己做着同样的事情，以此产生共
鸣，获得动力，是一种同伴效应。

一言以蔽之，“直播学习”既可以约束自
己，同时还无碍他人，反而能起到一种引导和
激励更多人学习的作用，值得肯定。 苑广阔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城市轨道交通客运
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对地铁运行过程中，运营
单位、乘客的行为规范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办
法》明确了“禁止性行为”“约束性行为”两类行为。
其中，7类约束性行为：包括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
声音；骑行平衡车、自行车，使用滑板、溜冰鞋；除
婴儿、病人外的乘客在列车内进食，等等。（10 月
28日央视财经）

在地铁等封闭的有限公共空间内进食、手机
外放等不文明行为，往往是自利者“爽了自己、害
了别人”。虽说眼下随着人们素质的普遍提高，为
数已然不多，但这些个别现象依然会“一粒老鼠屎
害了一锅汤”。而且，根据过往经验，“破窗效应”之
下，甚至不排除诱发一定范围内不文明现象“复
发”的情形。法治大环境下，通过建立和完善专项
法律法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失为一种智慧，而

多数网友对此发出“希望推广”的呼声，恰也在预
料之中。

当然，对此，也可能有心思缜密的网友发出质
疑。就拿“地铁进食”这事来说，可以分为多种情
况，比如上下班早晚高峰期人流较为密集，而其他
时段就有所不同；再比如，不同人口规模、不同轨
道交通资源配给的城市拥挤程度也不一样；更何
况，进食也分多种情况，有的食物有强烈的刺激性
气味，而有的则不太影响周边的乘客……如此这
般之下，考虑到当下城市生活压力大、强度高、节
奏快，为了让公共空间的管理更具人性化，何不区
别对待而非要搞“一刀切”呢？

对此，笔者的意见是，对新颁布《办法》中相关
善款予以完全支持，原因有二（仍以地铁进食为
例）：一则，地铁进食，无论发生在哪座城市，不论
在拥挤或相对宽敞的车厢内，无论所携食物气味
几何，都是“小众”人群对“大众”利益的侵害，如座

椅、地面卫生、车厢秩序等，发生在不同情境之下，
影响可能有大有小，但均属不自律者的“不文明”
行为，应予约束。二则，过于细致的区分，给后续执
行带来难度，如“高峰期”如何界定、所携食物的

“合法性”甄别，而看似简单粗暴的“禁食令”则足
够直观，也必将因为减小了实操的难度而更加行
之有效。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项政策法令不可能
穷尽方方面面的因素，也不可能令所有人满意（包
括极端利己主义者）。那么，只要它在法治的轨道
上诞生，抓住了核心矛盾和问题，且满足了绝大多
数人的利益和诉求，并在事实上有利于推动社会
的文明进步，那么不妨大胆去做。

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讲，此番交通运输部发布
的《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以及
其中的“禁食令”部分，“一刀切”并无不妥。

陈科峰

漫画：闵汝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