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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国 内 ，射 箭 原 本 是 一 种 小 众 的
运动，近些年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但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非机械类的弓箭器
材不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物品，购买相对
容 易 ；加 之 很 多 爱 好 者 并 不 具 备 辨 别
射 箭 器 材 的 能 力 ，也 没 有 到 专 业 场 所
练 习 的 意 识 ，这 些 带 来 了 不 小 的 安 全
隐患。

射箭是一种运动，但其危险性不容
忽视。调查中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在
10 米 远 的 靶 子 上 挂 上 不 锈 钢 盆 ，拉 力
值为 18 磅、30 磅的反曲弓以及 50 磅的
复合弓，配上金属材质的箭头，均能轻
松 将 不 锈 钢 盆 穿 透 ，由 此 可 见 弓 箭 的

“威力”。

而弓箭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管制
物品。在《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中，并未
明确提到弓箭。由此，弓箭无论在线上或
线下均可买到，这就给“暗箭伤人”提供了
可能。

除了恶意伤人，误伤的情况同样时
有发生。理论上射箭应该去专业的场馆，
但由于专业场馆较缺乏，加之要收费，很
多爱好者觉得“找个没人的地方就行”，放
松了警惕，由此酿成了事故。

比 如 ，2022 年 6 月 ，西 安 一 名 男 子
在其居住的小区空旷处练习射箭时脱
靶，箭被射到墙上后反弹，导致一名女
子左眼下方被弓箭射穿。该男子使用

的是在网上购买的反曲弓，之后涉事男
子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被刑拘。

由此，对于弓箭这样一个有一定杀
伤力的运动机械，无论是在管理层面，还
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方面，仍然存在一定
的缺位。有法学人士提出，应依据不同种
类、不同杀伤力对弓箭予以区分，并制定
区分标准进行分类管理。

这个意见确实值得听取，至少对于
可能产生杀伤效果的弓箭，对其销售管理
应当有更加清晰的规定。可以参考的是，
对于和弓箭类似的弩具，《公安部关于进
一步加强弩治安管理的通知》就规定，弩
制造企业只能向经批准的使用单位销售

弩，严禁向个人销售。
同时，销售平台同样应当尽到充分

的提醒义务。并对弓箭可能产生的风险
进行充分示警，以提升购买者的安全意
识。而弓箭爱好者也要对弓箭运动的特
点和自身行为的后果有充分预估。即便
弓箭目前并非管制器具，但如果酿成严重
后果同样会被严肃追责。

总之，频发的弓箭伤人事件，应当引
发各方警觉。在日益密集的城市空间，
一个有着相当杀伤力的物品该如何管
理，爱好者们又该形成怎样的运动习惯和
弓箭文化，这些都值得社会进一步探讨、
摸索。

（据《新京报》）

一种以“氢”为核心的保健疗养模式在国内多地悄然
兴起。“氢氧体验中心”“氢氧吧”“氢氧会所”等场所，成为
很多老年人每日清晨必去打卡的地方。近日媒体发现，市
场上的某些氢氧体验馆宣称，吸上一口氢气，就能抗肿瘤、
抗衰老，还能解决各种疑难杂症。吸“氢”包治百病的骗局
专坑老年人，有机构炒噱头疯狂牟利。

点 评：

在氢疗馆里并非“享氢福”，而是花钱买风险，一些老
人不仅被骗了养老钱，而且健康反而受损。当务之急是要
持续加大健康科普和宣传引导，让更多人能够看清吸“氢”
骗术的本质；另一方面，则需对实施这类骗术的机构和个
人持续保持重拳打击态势，让违法成本远超非法所得。如
此才能从供需两端为吸“氢”骗术釜底抽薪，进一步维护好
民众的健康和市场秩序。 （据《羊城晚报》）

距离中秋节还有半个多月，但月饼市场的热度已经开
始攀升。月饼包装“轻装上阵”，月饼分量“瘦身”，更加注
重健康化。据媒体发现，今年的月饼市场正悄然发生变
化，呈现出拒绝过度包装、兴起“简约风”等特点。

点 评：

月饼虽小，却可以管窥社会，也承载着很多人情世事，
甚至是人际关系纯洁度和社会廉洁度的反映。月饼“简约
风”值得珍惜，但只有借风使力，采取相应措施，避免月饼
市场“简约风”成为“一阵风”，方能让浓厚的节日气氛和纯
朴民风在中秋节形成叠加，将简约替代奢华这一可喜变化
持续保持下去。 （据《扬子晚报》）

在最热的天，卖最厚的袄。这样反常的事，却正在成
为浙江服装销售市场的新常态。

近期，浙江平湖举行的一场羽绒服联合订货会，吸引
了全国各地 4000 多位采批商前来下单，短短 3 天就卖出了
160 万件，订货金额超3亿元。

点 评：

服装行业的淡季热销，是一种转危为机的逆周期操
作，其背后是对市场的敏锐把握、对创新的笃定坚守，是应
时而变、应势而变，以主动求变来换取发展空间；是以政府
有为推动市场有效，不断强化企业发展信心和未来预期，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打破固有观念、突破惯性思维，在逆势中实现正增长，
是中国经济韧性的生动注脚。 （据《北京青年报》）

近日，“毛坯人生 VS 精装朋友圈”的
话题刷屏网络，一些网友晒出自己“毛坯
人生”与“精装朋友圈”的对比，引起不少
共鸣。媒体报道提到一些有趣的案例，
比如，在西藏旅游，晚上边吸氧边哭，但
朋友圈一定要发“永远自由”；踏青被蚊
子叮了一腿包，但还是要嘴硬“人生苦
短，及时行乐”；有人露营碰到大风、一片
狼藉，但朋友圈发的却是精修美图和“阳
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文案……

朋 友 圈 与 现 实 人 生 ，两 种 完 全 不
同的画风。明明过得不怎么样，在朋友
圈却要装点出“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的样子，这是什么心理？对于这种现
象，有很多网友不以为然，觉得这样的
人活得太累，甚至有人发出尖锐的批

评。由于相关的一些报道标题被冠以
“00 后诈骗式出片”，这种做法还被刻上
明显的代际特征，就像当初针对 80 后、
90 后的批评一样，不少人认为这是新生
代的活法。

过 去 也 有 类 似 精 装 朋 友 圈 的 现
象，微博刚兴起的时候，很多人也喜欢
分享自己的生活细节，精装微博的现象
也存在。可见，精装自己的社交账号是
一种由来已久的现象。那么，可能唯一
值得思考的是，如 何 看 待 那 种 极 端 的
做法。

带着滤镜分享自己的生活，目的为
何？归根结底，这只是为了满足自尊
心。这种心理如此正常，以致生活中我
们多数人都会有这种冲动，与其说这是

个别人的私心，不如说是一种普遍的社
交心理。不管是否意识到，你发一条朋
友圈往往呈现的是自己想要的那个样
子，这背后有一种类似趋利避害的心理，
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暗示，无形中也是在
激励自己。从这个角度看，精装朋友圈
也没什么不好。

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半封闭的世界，
是你和朋友们的社交场所，而你的那些
朋友们，在你的朋友圈里大多数都没有
交集。这种社交生态意味着，你的朋友
圈装修得豪华一些、反差感强一些，也不
会引发太多的波澜，起码不容易成为社
交事件。即便有人不怀好意揭穿，影响
力也可以忽略。

（据《南方都市报》）

精装朋友圈，你看到了什么？

10米外洞穿不锈钢盆“箭在弦上”安全不能松弛

记者 8 月 27 日从教育部获悉，修订后的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统编教材近
期完成全部编审程序，将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国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使用，三年内
覆盖所有年级。 新华社发

修订“焕新”

近日，兰州市殡仪馆推出“遗体火化
家属可观看”业务，引发关注。据兰州市
民政局网站消息，经过市殡仪馆各部门通
力协作，首个送别遗体观看火化过程业务
顺利开展。兰州市殡仪馆客服中心工作
人员表示，家属观看接运逝者到火化车
间，将逝者推入火化炉、起火、点火的过
程，全程 20 分钟到 30 分钟。观看遗体火
化不收费，由于火化车间是工作重地，每
家限进 1 人。家属进入时，有专门的引
导员全程陪同，进（火化）车间后要做好
防护。

对殡仪馆推出的这项业务，网友意
见不一。有人认为，这可以满足一些亲属
送别逝者最后一程的需求，还能增加殡仪
服务的透明度。也有人认为，目睹亲人化
为灰烬，有点残忍，此服务没有必要。但
应该看到，随着社会观念的多元化以及不
同家庭的具体情况，人们对这套程式的接
受度未必是铁板一块。

一来，殡仪馆的火化间向家属敞开，
这种操作本身就给殡仪服务的规范程度
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来，家属观看遗体火
化过程，也并不是只要自己愿意就行。兰
州市殡仪馆客服中心工作人员强调，家属
在观看之前需要签免责协议，要求不能有
心脏病等病症，这“主要是针对特殊体质
的群体，因为有些人进入车间之后，可能
有身体和心理的不适”。也就是说，在具
体操作上，除了尊重家属意愿，殡仪馆还
需要做好充分的信息告知和一些必要的
安全保障，避免出现意外情况。

要看到的是，该殡仪馆推出这项业
务，是为了“进一步提升业务工作公开化、
透明化，满足治丧群众多元化的丧葬需
求”，想借此“让治丧群众‘零距离’了解殡
葬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流程，揭开了
殡仪服务的‘神秘’面纱，展示了殡葬行业
为民、阳光、开放的新形象”。

（据《成都商报》）

“遗体火化过程可观看”
重在让家属有选择

这几天，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的一
家火锅店突然“火”了起来，每到饭点顾客
盈门，甚至要排队等位。许多等位的顾客
说，他们来这里并不是单纯为了吃饭，而
是听说火锅店的老板栾留伟因为救 3 名
落水儿童而牺牲，大家都想以这样的方式
向英雄表达敬意。

一个拖家带口的人看到萍水相逢的人
遇到危险，能够义无反顾、舍己救人，这就
是真勇士、真英雄。哪有人生而英勇，只是
选择了无畏。栾留伟就是这样的人，他挽
救了三个家庭，却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了
那一刻。对于这样的凡人英雄，替他惋惜、
敬重之余，也被他的善良、担当、正义感而
深深感动。他喜欢的那句《士兵突击》台
词：“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
做有意义的事。”现在因为他的事迹，这句
话也将感染和激励更多热忱善良的人。

栾留伟匆忙离开了这个世界，让人
舍不得，也在无数人心中泛起涟漪。现
在，到栾留伟家的火锅店吃饭的人络绎不
绝，甚至还要排长队，吃完饭还想要多给
钱，有的甚至不吃饭也要塞钱，“扔了钱就
跑”。这实际上是大家敬重、缅怀、铭记栾
留伟的一种情感表达，表达的是爱与善
意，既有对他救人行为的感谢，也有对他

“舍己为人”“扶危济困”精神的肯定与弘
扬，亦不乏对他家人的一种慰藉和帮扶。

大家是在用最朴实的行动传递对英
雄的敬意，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用自己的小善小爱来致敬栾留伟的大善
大爱。从这些细节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大
家浓烈、真诚的情义观，这是国人刻在骨
子里的共情与共鸣。

栾留伟以及每一个挺身而出的普通
人都是一束“微光”。只要还有人记得他
们，光芒就不会黯淡；只要有人追随光、靠
近光，那新的光便会不断生发。

（据《钱江晚报》）

因“身高焦虑”，一些人选择做了“断
骨增高术”（又称“肢体延长术”）。但做
了手术的患者有的出现“长短腿”，脚踝
神经损伤，一走路就疼；有的患上关节
炎，需长期修复；有的甚至患上骨髓炎。

据报道，记者近日发现有多个账号
仍在不同的社交平台宣传这一手术，以

“增高”“长高”为关键词，就能搜到相应
的账号。一些账号发布的视频甚至直接
标注有“断骨增高”“骨延长”等字眼，并
进行引流，可谓明目张胆。

首先要明确的是，“断骨增高术”是
一种极端且风险极高的手术方法，我国
严令禁止健康人进行这一危险手术。

早在 2006 年，原卫生部就曾发布专
门通知，明确“肢体延长术”适应症为先
天畸形、外伤、肿瘤、感染等原因所致的
骨缺损或肢体不等长，以及因疾病引起
的肢体畸形。不具备以上适应症的，严

格禁止使用肢体延长术；严禁用于美容
项目。

但从报道看，一些“医托”利用一些
人的“身高焦虑”，通过各种话术和手段
诱导健康人做“断骨增高术”。这样的做
法不仅会对当事人身体健康造成严重伤
害，更加剧了这一灰色地带的蔓延，其危
害性毋庸讳言。

这显然需要引起各方高度重视，相
关平台尤其需要守土有责、把好关卡，不
能任由相关广告宣传泛滥，也要及时堵
上日常管理漏洞，杜绝相关引流账号出
现在平台上。同时也可以有针对性地放
大正规科普的声量，加强对消费者的警
示、提醒。

值得注意的是，从报道看，操刀手术
者也不乏正规医院的医生，甚至来自一
些知名的三甲医院。这也要引起医疗主
管部门的关注，在加强日常监管的同时，

也要督促各医院严格落实管理规章制
度，不让自己的医生成为这类危险手术
的“帮凶”。

事实上，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种
“断骨增高术”所引起的相关风险并非第
一次引发社会关注。

据媒体报道，2020 年，江苏淮安市一
医院接诊了一名在国外做了“断骨增高
手术”的患者，因术后感染，双腿无法行
走，面临终身残疾。2022 年，江西一名 19
岁女生在做了胫腓骨延长术后，出现行
走障碍。而在更早之前的 2004 年，央视
也曾报道过类似事件。20 年后的今天，
这一危险手术仍大行其道，这也提醒我
们，禁止“断骨增高术”，平台、医院和医
疗监管部门不能“旁观”，公众本身也要
持续提高自身的健康意识，别被“医托”
话术轻易忽悠。

（据《齐鲁晚报》）

近年来，国内“一人食”餐饮兴起。除了人均几十元的
小火锅，大盘鸡、烤肉、麻辣烫等也纷纷加入“一人食”餐饮
细分市场。多样化的社会经济形态催生了“单身经济”“宅
经济”“懒人经济”等，“一人食”餐饮应运而生。在相关软
件中搜索，不仅有大量“一人食”套餐，还有“一人食餐厅排
行榜”，主打“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的单身食谱更是大受
欢迎。

点 评：

“一人食”爆火的背后，是餐饮品牌针对客户细分需求
推出的更精细化、高质量、个性化的服务。社会结构的变
化，新生代的消费思维和消费行为，决定了“一人食”具有
较大的市场发展空间，甚至未来还可能催生出更多的“一
人”业态与模式。 （据《经济日报》）

系统里几十名病人吃着补贴“接受治疗”，病床上却空
空如也；一边是护士将输液和雾化用药倒入垃圾箱，一边
是患者流转在各医院大肆购药……这些反常识的情景却
在监管盲区里真实上演着。近日，有知情人士反映，某化
工职业病防治院和个别被认定为工伤的患者利用报销漏
洞进行骗保，一时引发广泛关注。

点 评：

工伤保险是指劳动者在工作中或在规定的特殊情况
下，遭受意外伤害或患职业病导致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
能力以及死亡时，劳动者或其遗属能够从国家和社会获
得必要的物质补偿。这种补偿既包括医疗费用和康复费
用，也包括保障基本生活的费用，能否合理使用，直接涉
及广大劳动者的切身利益。长期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工
伤保险制度改革，将更多药物纳入报销名录，不断优化报
销流程，出发点本是保障因工伤致疾致残群体的利益，如
今却被个别人“偷吃偷拿”，制度漏洞带来“温差”，自然令
人愤懑。

医院与个别患者之所以能合起伙来唱一出“骗保”大
戏，无非是因为有利可图。二者利益休戚相关，自然会互
相包庇，若非外力介入，则很难斩断这一“灰产链条”。工
伤保险基金是救命钱、更是兜底保障，每一分都应用在刀
刃上，绝不能变成个别人眼中的“唐僧肉”。

（据《南方日报》）

从供需两端
为吸“氢”骗术釜底抽薪

月饼市场“简约风”
不能成为“一阵风”

夏季卖袄中的逆势智慧

“一人食”爆火的背后是
市场细分的必然

斩断工伤骗保的
“灰色链条”

禁止“断骨增高术”平台和医院都不能“旁观”

追随英雄“微光”
光芒就不会黯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