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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董明珠：主张有钱人多纳税

董明珠透露，2019 年全国两会，她今年提

案的核心是为企业营造公平公正的营商环

境。她表示，一定要让市场化来锤炼企业，因

为现在还有一些企业停留在弄虚作假。此外，

她还建议，个税起征点最好能够提升到 1 万，主

张有钱人多纳税。 @新浪财经

□ 胡建兵

时事乱炖

莫将“智能校服”硬往学生身上套

不能让城市雕塑
成文化败笔

□ 刘剑飞

微声音

你腿粗不是因为你吃得多
而是因为你不会走路

常有人抱怨，为什么我的腿这么粗，别人的

腿那么细？广东医科大学人体解剖学教师李哲

称，“腿粗的人主要是因为不会走路。”如果走路

时，臀部先发力，那么通常腿不会太粗；如果是

腿部先发力，那么很难避免腿粗“患者”。他建

议想要瘦腿的人，应该重新学习走路，养成习惯

靠臀部先发力，这也是维密模特的训练方法。

@生命时报

热点冷评

《安徽画报》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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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7 日，滴滴发布第五

期公众评议会话题，就未成年

人能否独乘网约车问题征集乘

客投票。根据 3 月 1 日上午的

投票情况看，两方观点旗鼓相

当。对此，部分交通和法律专

家认为，未成年人能否独立乘

车不能一刀切，可以根据年龄

划分（比如许可 16 岁以上未成

年人乘车），最大限度保障未成

年人权益。（3月2日《北京青年报》）

围绕未成年人到底能否独自乘坐

网约车的问题，网友们分成了观点鲜

明的两派，赞同者认为未成年人有乘

坐网约车的现实需求，他们的这一合

法权利应该得到保障。而反对者则认

为未成年人危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

能力都比较差，一旦在乘坐网约车的过

程中发生意外情况，后果不堪设想。

客观而言，双方的观点都有一定

的道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所谓“未

成年人”是一个法律概念，从法律角

度来看18周岁以下都是未成年人，但

是对于未满18周岁的人，其不同的年

龄阶段，所具备的能力是不尽相同

的。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一刀切地

拒绝未成年人乘坐网约车，那么又怎

么解释现在传统的出租车行业却允许

未成年人乘坐？去年9月20日最高法

发布的《网络约车与传统出租车服务

过程中犯罪情况》专题报告结果显

示，2017 年传统出租车司机万人案发

率要高于网约车司机万人案发率，网

约车比出租车更安全。

未成年人既有乘坐网约车的现实

需要，我们就不该一刀切地拒绝未成

年人乘坐网约车，而是应该按照未成

年人的年龄进行区别对待。比如对于

16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就应该允许

他们自主乘坐网约车，而对于 8 岁到

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则应该在父

母家人的监护下乘坐网约车，比如由

父母通过自己的手机进行约车服务，

然后记下车辆的相关信息，或者提请

司机照顾好孩子等等。

总而言之，未成年人乘坐网约车

不该一刀切，网约车平台应该从预约

提醒等方面进行规范，而家长应该提

高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识，最大限度

地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

□ 苑广阔

《安徽画报》微信

未成年人能否乘坐网约车
不宜一刀切

过年时，很多人都喜欢双手抱拳拱手，互

相行礼，既表达一种尊敬祝福之情，又有几分

传统味道在其中。最近，四川乐山一组雕塑中

的“拱手礼”的方式被网友吐槽“拱”错了。对

此，吟诵非遗传人、文史专家、四川省国学教育

研究会主要发起人陈洪称，揖礼、拱手礼、抱拳

礼等都各有讲究，“上述雕塑中男子行的即拱

手礼，但是拱错了。”（3月3日人民网）

现实中，总有一些地方在继承、展现和传

播历史文化过程中，存在着不严肃、不严谨、不

正确的现象，比如一些地方打着创新的旗号，歪

曲、解构历史文化，导致一些历史文化“四不

像”，既违背历史常识，也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还有一些地方在继承中，随心所欲，导致一些文

化景点错误百出，不是翻译出现错误，就是造型

出错，漏洞频现，与真实历史不符。一些城市雕

塑张冠李戴，比如，重庆沙坪坝三峡广场有一

组雕塑把苏武牧羊变成了“昭君牧羊”，这些都

是缺乏历史责任感和文化敬畏感的体现。

城市雕塑不是一件小事，不只是一种文化

装饰，错误的雕塑很容易给人造成误解和误

导，尤其是对青少年来说，很容易导致出现历

史混乱和文化混淆。

既然设置历史文化雕塑，就应该保证其正

确性，尊重历史，敬畏文化，传播文明，在设计

雕塑时，充分考证，严格遵守历史事实，在制作

上严肃严谨，注重细节，确保雕塑成为文化风

景，为城市增光添彩，而不是沦为文化败笔，沦

为笑柄。

因此，这就需要对城市雕塑建立严格的审

批和监管机制，在事前做好把关，对雕塑的形

象、造型、寓意以及与地方文化的契合度进行全

面审查，确保雕塑为城市文化和文明锦上添花。

雕塑出现拱手错误，不是一个小问题，对

这种现象如果不加以遏制和改正，对文化的损

害是深远的。因此，需要对这种现象采取积极

措施，建立制度和机制，甚至可以从法规层面

进行监管，为城市文化的健康性提供法规支

持，不能让城市雕塑野蛮成长。

把芯片集成在校服之中，从科技

角度来讲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创意，但

是如果这个芯片包含学生身份信息、

家庭信息、学籍信息真的让人有点毛

骨悚然。用智能校服监控学生不但存

在法理争议，同时也是学校懒政表

现。（3月1日《检察日报》）

根据报道，这种“智能校服”全天

候监测学生的一言一行，收集学生的

敏感数据，侦测学生上课是否打瞌睡

等，显然侵犯了学生的隐私。未成年人

同样有独立的人格尊严，使用智能校

服，其隐私权必然被侵犯。这种全面监

控与培养人格健全、自尊自爱自强自律

自信的公民之教育理念是相冲突的，是

一种简单粗暴而懒惰的教育方法。

对智能校服，无论是从生产、购

买，到使用、监管等，都没有法律加以

明确。可见，就智能校服涉及的有关

信息安全的标准与规范，尚未形成共

识。如果侵犯学生的隐私权，是否会

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平台收

集的敏感数据如何保护、谁来监管等

问题也很难说得清楚。未成年人同样

有独立的人格尊严，需要法律法规实

现保护。在智能校服问题中，未成年

人的隐私权保障必须得到充分考虑。

学校和监护人既负有教育责任，同样

也有保护被监护人隐私权不受侵犯的

责任，尤其不能以教育的名义侵犯。

监护权与未成年人隐私权无疑都

有其界限，不能以监护权剥夺未成年

人隐私权。孩子不是囚犯，尤其到了

青春期，不应用控制的方式直接授权

家长用主观意识过度干涉其生活，激

发逆反心理。万物互联时代，对学生

的监管已十分方便，学校每个班级都

建了微信群，学生一有问题，老师和

家长之间联系和沟通十分方便，根本

不需要用“智能校服”来管理。有关

部门迫切要做的，就是如何给学生构

建一个有利于学生健康、快乐地学习

和成长的环境，不要把学生手脚束缚

住。当学校、家长和生产商可能侵犯

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就需要政府和社

会介入，对智能校服的生产和使用进

一步做出明确规定，保护未成年人。

切莫将“智能校服”强穿在孩子身上。

自己治病 别人扎针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