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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评■

严 禁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联合制定的《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近日公

布。“互联网+医疗健康”近年来发展迅速，有效整合了医疗资源，改善了患者就医体验。
此次公布的细则规定，处方应由接诊医师本人开具，严禁使用人工智能等自动生成处方。处方药应当

凭医师处方销售、调剂和使用。严禁在处方开具前，向患者提供药品。 新华社发

多地出台促进消费政策提振消
费信心；商家发放消费券大礼包带
动消费活力……临近年中，随着疫
情防控有力有效，国内各地促消费持
续发力。

新华社发

提振消费信心

6 月 15 日，江苏淮安师范学院毕业生王旋和室友离校前，
将她们住的宿舍打扫得干净、整洁。她说，来时宿舍很干净，
走时留下好环境。

点 评：

什么是教养？教养是人前的约束，更是人后的自律。在
人前，多数人都习惯性地展示自己美好的一面，但真正的教养
更见于无形之处，是恰到好处的让人舒心，无须提醒的让人放
心。淮安师范学院的这间被学生主动打理整洁的寝室，是家
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自我觉醒的成果。接受采访
时，这几位年轻人的回答很自然，没有刻意邀功讨赏地去赋予
此事微言大义，最简单的话语更让人感到蕴含善意、真诚与美
德之教养。 （据《广州日报》）

于无形处见教养

高考结束后，志愿填报成为考生和家长面临的新一轮“考
试”。用心填个好志愿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点 评：

首先，考生和家长要认真研读高考政策，全面了解高校录
取规则，熟知填报志愿相关事项，提前把功课做实做细做到位。

其次，在全面了解志愿填报事项的基础上，可以结合自身
的实际情况，适当借助正规的智能辅助工具。需要强调的是，
借助智能辅助工具填报志愿，一定要选择信誉度好的机构。

再有，填报志愿时，家长应与孩子多商量，不要将自己的
意愿强加于孩子。填报志愿是一件大事，事关考生今后的专
业、进入社会的职业、乃至人生事业。在具体填报志愿过程
中，父母应更多尊重孩子兴趣和意愿，让孩子结合自身的兴趣
和能力，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据《北京青年报》）

用心填个好志愿

据报道，近期，沉寂许久的蛋壳公寓 App 突然“复活”，以
电话及短信联系前用户，声称只要注入一部分资金到固定账
户便可返还所欠租金。有网友信以为真，结果刚挂断电话反
诈提示信息便接续而来。

点 评：

媒体评论说，互联网企业在提供服务时，都要求用户授权
这样那样的信息。对用户来说，让渡这部分个人隐私，是为了
更好享受相应平台的服务；而对企业来说，合法使用、妥善保
管这笔数字资产，不泄露、不挪用、不买卖，是起码的责任底
线。数字经济服务人、依靠人，只有给人足够的安全感，大家
才能用之无忧。 （据《工人日报》）

App下线 用户信息需要“善后”

随着探店主播数量激增、逐渐职业化，一些主播为寻求赚
快钱，逐渐选择在灰色地带游走。有的探店主播伙同商家“美
化”产品、夸大其词，视频中的鲍鱼、龙虾，实为臭鱼烂虾；有些
则以“帮推介”为由要求商家予以免单，甚至要求收取推介费，
否则就发“差评”视频。有的上演“川剧变脸”，“给钱就是真地
道，不给钱就是不推荐”，这类行为涉嫌敲诈。

点 评：

监管部门要出重拳，平台管理要规范，餐饮业要相信：质
量才是持续流量的根基。 （据《春城晚报》）

探店主播不应在灰色地带游走

据媒体报道，近日江苏海安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原、被告都
是老年人的合同纠纷案件，法院不仅允许一名至亲陪同老人
参与诉讼，且提供了疏导式庭审、调整庭审节奏等贴心的适老
诉讼服务。

点 评：

法治社会，老年人当然也有诉讼服务的需求。在跨越“数
字鸿沟”的适老化、城建和居家设施的适老化改造之外，诉讼
服务的“适老化”也不可或缺。凡是涉及老年人，“适老化”都
是现实的需要，都攸关老年人切身利益，也都有着公益的性
质，而让老年人与时俱进地共享现代物质、精神文明发展的成
果，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传统美德，是实实在在的弘扬，
也因此，“适老型”诉讼服务值得点赞，也值得推广。

（据《工人日报》）

诉讼服务“适老化”不可或缺

舟山市城管局印发《关于城市公园搭帐篷休闲活动管理
的指导意见》，对露营行为提出规范要求，其中如要求在城市
公园搭帐篷必须在周末和节假日、帐篷高度不超过 1.5 米等要
求引发不小的争议。

点 评：

指导意见里的很多内容，如禁止喧哗和乱扔垃圾等合情
合理，市民是认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份指导意见完全没问
题。社会治理要追求“管好”，而非“管死”，要处理好活力与秩
序的关系。一些确实合情合理的规定可以保留，至于其他有
争议的规定，比如帐篷大小、能不能带婴儿车等事情，还是不
能搞“拍脑袋决定”，应该多倾听市民意见，找到社会公共利益
的“最大公约数”。建立在民意基础上的城市文明，才能行稳
致远。

出台指导意见当有理有据，把露营者“整不会了”不是目
的。设定的条条框框，是出于怎样的安全性、合法性、现实性
的考虑？管理者摆清楚、说明白，才更能服众。（据《今晚报》）

公园搭帐篷“管死”肯定管不好

近来美西方舆论对日本在防务领域
的动向给予了突出关注。越来越多的分
析认为，日本似乎正在完成近几十年来
最大的一次“军事”转型，有美国媒体提
出了“日本军事实力是否已足以颠覆亚
太军事格局”的问题，还有美国媒体称，
日本要放弃二战后的“和平主义”路线。
且不论这些报道的真实用意如何，它确
实提出了一个值得地区国家警惕的重要
问题。

过去几十年来，日本在防务领域总
体上给国际社会留下“低调”“克制”的印
象 ，但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它 是 一 只“Hello
Kitty 猫”。有美国媒体称，日本训练有
素、装备精良的自卫队目前已经跻身世
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之列；在“环球火
力”这家颇具影响力的军事排行机构的
评估中，日本整体防务实力高居世界第
五位；而此前日本媒体公布的全球军事

排名中，日本位列世界第四。
俄乌冲突的爆发，更是激发了日本

右翼“再军事化”的野心。19 日，包括首
相岸田文雄在内的朝野政党党首在电视
上讨论要不要拥有核潜艇；此前不久，日
本自民党提出 5 年内将防卫费的 GDP 占
比从 1%提升至 2%。日本四处宣扬、强调
自己的“不安”，这同样让邻国觉得莫名
其妙而产生不安。一个将国家重心从经
济发展一步步转移到“军力扩张”的日
本，正在成为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
大隐患。

在这个过程中，华盛顿的绥靖态度
给了日本右翼政客不切实际的幻想。面
对日本在防务领域寻求“根本性”转变的
动向，美国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
不但没有表示任何担忧，还给日本戴了
顶“负责任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帽子，声
称“遥远的过去不会激活现代的担心”。

人们看到的画面是，华盛顿正俯身解开
当年它参与捆在日本军国主义身上的绳
索，显然，想利用日本构建对华围堵圈的
功利心态，压倒了它对地区风险和后果
的应有担忧。

在华盛顿的整体运作下，日本右翼
的现实危险被掩盖了。日本是世界上唯
一的政要敢公然否认二战侵略史的国
家，但美国却出于地缘政治私利不断为
日本的野心背书，它希望日本保持对中
国经常性吼叫，必要时撕咬的能力，并且
自信控制日本的缰绳掌握在自己手上。
换句话说，美国并不在乎日本在地缘政
治冲击中被撞得粉碎，而日本则想利用
美国的私心实现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彻底
松绑，这成为两国彼此心照不宣的危险

“宫心计”。
现在，日本政坛整体上出现了头脑

过热的倾向，各派政治力量都有人鼓吹

要增加防务能力，还有五花八门的“打击
敌国论”，这种情况在战后是从未有过
的。尽管现在日本社会的整体思潮跟二
战前相比发生了很大改变，复活军国主
义的土壤并不充足，但利用危机刺激那
些极端主张突破社会制约的可能性仍然
不容忽视。特别是，华盛顿还在一边给
日本“再军事化”威胁世界的舆论灭火，
一边给日本主动站到美国地缘政治竞争
的最前线拱火。

不管美日有什么样的说辞，日本现
在实际正 在 做 的 ，都 在 客 观 上 刺 激 地
区军备竞赛，打破和平稳定的地区环
境。历史的伤痕犹在眼前，现实的危
险悄然靠近。无论是防止军国主义复
活，还是避免地区安全困境螺旋上升，
国际社会都有必要给日本的冲动泼一
盆冷水。

（据《环球时报》）

国际社会应给日本的冲动泼一盆冷水

据媒体报道，近日，四川宜宾某
小区一对夫妻在乘电梯时，因看到电
梯内没有其他人，便做出了一些亲热
举动，结果这一过程被物业公司一名
保安做成视频传了出去。目前，该保
安被公安机关处以 10 日行政拘留，并
被物业公司辞退。

保安将监控内容拍成视频传播
出去，具有明显的职业属性，其偷拍
行为是利用了职务的便利，是在履行
职责过程中的监守自盗。正因此，此
事涉及的不仅有偷窥偷拍的隐私侵
权话题，还有小区监控等涉业主个人
信息安全如何保障的现实命题。

众所周知，小区管理中可能涉
及的业主个人信息，包括一些监控
视频信息、物业公司采集的个人信
息、人脸识别系统中业主的刷脸信
息数据等，谁能接触这些信息、谁在
管理这些信息、如何保障这些信息
的安全，防范监守自盗无疑是很重
要的一方面。

我国个人信息安全法规定，个
人 信 息 处 理 者 应 根 据 个 人 信 息 的
处 理 目 的 、处 理 方 式 、个 人 信 息 的
种 类 以 及 对 个 人 权 益 的 影 响 、可
能 存 在 的 安 全 风 险 等 ，采 取 措 施
确 保 个 人 信 息 处 理 活 动 符 合 法
律 、行 政 法 规 的 规 定 ，并 防 止 未 经
授 权 的 访 问 以 及 个 人 信 息 泄 露 、
篡改、丢失。

这里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是指在
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自主决定处理
目的、处理方式的组织、个人。具体
到小区物业，物业企业及从业人员均
负有对业主个人信息的保护责任。

在时下公共生活中，各种摄像头
和监控设施大量存在，如果摄像头
背后的有关工作人员，都将手中职
权变为近水楼台的猎奇、牟利工具，
那么公众安全感将无从谈起。从这
个意义上看，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尤
需强化涉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责任，
要从行政管理与执法层面构建倒逼
机制，要完善日常管理制度，规范从
业人员涉信息的处理行为，通过设
禁区、画红线、严处理，织密防范“监
守自盗”的保护网，切实保证公众个
人信息安全。

（据《工人日报》）

近几年，快速发展的外卖行业给人
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由此而产生的
外卖垃圾也随之快速增长。近期，一份
由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相关研究团队的
研究报告引发关注，该团队根据 3500 万
份外卖订单分析，2020 年全国外卖垃圾
中塑料垃圾重量约 160 万吨，而无害化
处 理 160 万 吨 塑 料 垃 圾 ，大 约 需 花 费
24.5亿元。

调查发现，包装精美、赠品多成外卖
普遍现象，送桌布、送煲仔、送烤盘、咖啡
分装……消费者吃外卖如“拆盲盒”。外
卖订单数量增长，加上“过度包装”“豪华
包装”等情况，还存在环保盒袋“不环保”
以及“零餐具”选项如同虚设现象，这使得
外卖包装垃圾问题频现，也使无害化处理
包装垃圾的成本加大。

近年来，我国外卖业发展迅猛，但海
量的外卖背后却是外卖包装废弃物持续
增加，给环保带来巨大压力，外卖包装带
来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也越来
越受到关注。尤其是，外卖订单数量仍
呈现增长趋势，加上外卖“过度包装”“豪
华包装”等情况，使得外卖包装垃圾问题
一时间“无解”。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同样曾面临“过
度包装”争议的粽子、月饼、化妆品等商
品，经过一系列的政策出台，如今这些商
品已逐步实现“瘦身”。遗憾的是，我国
对于外卖包装还没有制定相应标准，大
部分外卖包装都是商家自行设计，且包
装费也由商家定价，原则上目前的外卖
包装还是以食品安全为首，同时将环保
要求作为重要考量因素。

不过，要想让商家做到“自律”显然
不现实，即使商家出于环保考虑，采用了
并非塑料产品或其他环保型产品，但这
些环保成本最终仍由消费者承担。可
见，在加快出台外卖包装绿色标准的同
时，解决外卖垃圾问题需多方形成合
力。各方应在可降解材料、减量、回收、
自带餐具等多方面寻找突破口。

就是说，让外卖包装“绿”起来需
“众人拾柴”。仅以可降解材料为例，这
涉及包装生产厂家、餐厅、消费者、平台
企业、物流系统、环卫系统、回收企业、政
府等多个环节，因此，必须共同发力。这
需要广泛凝聚共识，相互配合、协同治
理，如此才能逐步让外卖包装“更绿”，为
环保助一臂之力。

（据《中华工商时报》）

让外卖包装“绿”起来还需“众人拾柴”“监控岗”不是猎奇的
近水楼台

“视频制作，软件编程，包教包会”
“兼职招聘，内推实习，直达名企”……
据媒体报道，近日在许多大学校园群
里，不时有人发布网络培训和招聘的广
告信息，涉及考取证书、技能培训、兼职
副业、实习就业等诸多内容。不少大学
生被广告内容吸引，殊不知这些广告不
少是不法分子的“鱼饵”，一不小心便会
上当。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
逐年增多，严峻的就业形势让很多毕业
生希望多学技能、多考证书，以此来增
加就业资本。在此背景下，各种培训、
招聘的广告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一些
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块“蛋糕”，设置层
层套路，布下多个陷阱，引诱大学生报
名，骗取钱财。

就业培训、就业招聘的常见陷阱主
要有三种：一是虚假宣传。从“线上培训

视频制作”，到“招聘岗位”“实习岗转
正”，很多刚刚走出校门，涉世不深的高
校毕业生深信不疑，掉入了不法分子事
先设置好的“陷阱”里。二是“套路贷”。
刚毕业的大学生囊中羞涩，受不法分子
诱骗加入各种“培训贷”“助学贷”，让许
多涉世未深的大学生背负高额债务，甚
至还遭遇暴力催收。三是“收费跑路”。
一些学生在这些网络平台报名后，还没
开始学习就被要求交纳各种费用，可一
旦交了费就再也联系不上公司了。上述
种种“培训陷阱”，不仅严重侵害了学生
的合法权益，还涉嫌诈骗，扰乱了正常的
社会秩序。

要防止高校毕业生掉入“就业陷
阱”，还需多方发力。首先，平台方要积
极承担起把关责任，严格审查广告发布
者的主体资格，涉及招聘、培训的必须实
名登记，避免虚假发布者混入其中，忽

悠、坑骗广大学生。其次，监管要有力
度。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不妨通过“高
额罚单”、列入“黑名单”、追究“法律责
任”等多种处罚机制，加大对违法者的打
击力度。再次，高校要做好宣传教育。
在学生走出校门前，高校应组织相关的
法治宣传教育，强化学生的反诈意识，帮
助学生掌握一些必要的防骗知识，避免
掉入“就业陷阱”。

一旦遭遇“就业陷阱”，学生也不必
害怕，应该主动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
敢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自认倒霉和吃“哑巴亏”只能助长不法分
子的嚣张气焰。

防范“就业陷阱”，需要多方发力、
久久为功。只要各方形成联动机制，共
同发力，就能减少高校毕业生“栽坑”的
概率，让“就业陷阱”无处遁形。

（据《河南日报》）

多方发力防范“就业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