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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神器”不能缺失监管
□ 杨玉龙非常道

马云：没有女人，就没有阿里巴巴

1 月 24 日，马云在 2019 冬季达沃斯上表

示，没有女人就没有阿里巴巴。阿里成功的秘

诀就是多招女性，几乎 50%的员工是女性，34%

的高管是女性。她们对此非常自豪。“我们发

现，女性更关心他人，女性买东西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家人。” @北京时间

微声音

胃哭着对我说：
这些“养胃食物”是骗人的

①白粥、汤泡饭：未经充分咀嚼就咽下，反

而增加消化负担；②纯素食：肉类比植物含有

更多的优质蛋白，有利于胃黏膜修复；③牛奶：

促胃酸分泌，抗酸治疗中的胃溃疡患者不宜

喝；④苏打饼干：适合胃酸过多的人，但钠含量

较高，吃太多可能影响血压。养胃要靠规律吃

三餐，没捷径。 @生命时报

说到体检，

大家首先就会

想到去医院抽

血、拍X光片等

一 系 列 检 查 。

然而，最近一些

商场内出现了

一种智能筛查

机器人，号称用两分钟的时间就能检

测身体 70 多种健康指标，这是真的

吗？（1月26日央视网）

不抽血、不化验，使用者只需将

双手覆盖手掌传感器上的电极片、面

部正对摄像头，两分钟的时间就能获

得身体70多种健康指标，而且完成检

测后，消费者支付不到20元就可以拿

到检测报告。如此，比去医院抽血、

验尿、上各种检测仪器便捷很多，且

成本不高，倘真如此的话，无异于是

惠利民生的好事。

不过，这“体检神器”并不靠谱。

以记者体验为例，一是个别结果与医

院体检报告相反；二是换手机注册，

体检结果大不同。而且，此前媒体报

道的相关体验也显示，三个人用的都

是同一部手机注册，测试结果几乎一

模一样。以此可见，“体检神器”并不

神，而且有忽悠用户的嫌疑，更令人

担忧的是，检测报告链接保健品等诱

导性消费。

笔者以为，对其不能缺失有效的

监管。针对目前此“神器”不靠谱现

状，一方面相关部门当加强消费警示，

引导公众谨慎迷恋监测结果；另一方

面对设备安全性、可靠性、科学性进行

严格验证和管理；再者，于运营者而

言，须做好提示，以避免误导受众。

正如医生提示，这类“体检神器”

只相当于一种用于提示身体亚健康的

“玩具”，所谓“大数据”得出的结论不

可轻信，任何涉及健康的指标，特别是

人体成分含量的指标，最精准的还是

血液生化的检测分析。故此，从消费

者角度而言，应该掌握这些最基本的

健康医疗常识，对于商场内出现的“体

检神器”，虽可尝试，切莫深信不疑。

同时，为这些“体检神器”提供舞

台的商场，也须引起注意。虽然不会

直接参与运营，但也应秉持对消费者

负责的态度，对此类“神器”质量严格

把关，不能任由其忽悠乃至坑害消费

者。当然，最尤为重要的是，这个近

似于玩具、医疗器材、推销道具等混

合角色的“神器”，亟待相关职能部门

依法介入管理，从而为公众构建可靠

的消费环境。

考高数不及格即开除，“花式裁员”损招不可取
□ 张西流

时事乱炖

网传便利蜂裁员

出新招：要求员工参

加高等数学考试，考

试不及格即开除。此

前 有 便 利 蜂 员 工 爆

料，便利蜂正在裁员，

让员工主动离职，不

离职的以违纪为由，

“第一批是应届生被

裁30%；第二批是社招

末尾淘汰，且没有赔

偿。”对此，便利蜂回

应称是正常年末绩效

考核，“有些员工绩效

没达标。”（1月 27日

东方网）

在笔者看来，企业将裁员，视为

减少成本、化解困境的一大法宝，损

害了劳动者的权益。特别是，安排员

工考高数不及格即开除，更是一种侵

犯员工劳动权益的“损招”。

依据《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只

有“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

规章制度”的情形，员工才有可能会被

辞退。而该单位要求员工参加数学考

试，考试不及格即开除，显然是故意抬

高就业门槛，以此达到大批裁员的目

的，被裁员工根本谈不上“严重违反劳

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事实上，企业员工遭遇“花式裁

员”及权益困境，远不止“考高数不及

格被开除”这么简单。比如，一些企

业用人不签劳动合同，招之即来，挥

之即去；给不了员工应有的工资、福

利待遇和养老、工伤、医疗等社会保

障，更没有人文关怀与劳保关爱。神

圣不可侵犯的劳动法，在某些企业管

理者的眼中，俨然成了一张废纸，形

同虚设。

这值得劳动保障部门及相关企

业反思。管理制度的设计，应该具有

双重功效，一方面是要规范和约束员

工的行为，另一方面是要维护员工的

正当权益。同时，企业管理制度，应

释放出人文情怀，让员工感受到家一

样的温暖；对于违规员工，少惩戒，多

疏导，别动辄就向他们挥舞“重罚”和

“裁员”的利剑，实行人性化管理，让

制度充满关爱员工、善待员工的善

意。特别是，有关部门应从立法和制

度层面上，规范企业“花式裁员”等违

规行为，对企业员工的基本权益实施

有效保护，使他们能够真正从权益困

境中走出来。

裁得“口服心服” 王恒/漫画

寻找走失老人
需要更多先进手段

热点冷评

□ 钱夙伟

1 月 24 日晚，有人报警称，在 G65 包茂高

速公路桂林西互通立交路段，一名老人趴在中

央隔离墙上。交警赶到现场后，无法从老人身

上得到有效信息，最终通过人脸系统比对等方

式找到了老人家属。（1月27日《南国早报》）

据了解，老人 1 月 21 日从家中走失，这些

天是如何过来的，想想都让人心酸。后经了

解，走失的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失联后，家

属发布了全城寻人的信息，但一直没有音讯。

一项调查显示，全国城乡失能、半失能老

年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达到了 18.3%，总数约

为 4063 万人。每年全国走失老人约有 50 万

人，平均每天走失约1370人。失智和缺乏照料

成为老人走失的主因。防止老人走失，固然需

要家人加强看护，但百密尚有一疏，当老人一

旦走失，最需要的显然是及时发现。

现在警方一般通过监控查找走失老人，但

且不说许多地方地段未必有监控，通过监控查

找显然也难以尽快找到走失老人。当然现在

有众多的寻找走失老人的平台，比如，公安部

人口信息系统、全国救助寻亲网等平台已共同

搭建起老人走失救助信息系统。其中，救助寻

亲网实现了全国救助站全覆盖，从而提高寻人

效率。然而，提高寻人效率，关键在于，当老人

一旦走失，就能在第一时间及时发现。而这明

显是现在普遍的短板。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不少城市已经通过红

外线探测、GPS 定位等多种高科技手段的组

合，建立紧急援助系统，为失智老人、独居老人

提供更为科学的照料服务。据悉，老人带上这

一装置后，如果离家超过一定范围，装置将主

动给老人的照顾者发送短信提醒；一旦发生老

人走失，照顾方可依托GPS定位及时发现。

显然，实现以科技手段对老年群体的关爱，

是老龄事业的与时俱进，也是现实的需要。面

对“平均每天走失约1370人”的沉重现实，在现

有的救助信息系统中，纳入高科技的先进手段，

于及时找到走失老人，已经是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