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系安全带”，是拿生命安全开玩笑
□ 郭元鹏

老谣言死灰复燃
缘于监管“灭火”不彻底

□ 汪昌莲

热点冷评

近日，一则甘肃玛曲县老师“格桑加”为贫

困孩子募捐衣物的信息在网上被多次转发。

记者查询后发现，该信息早在两年前已经被辟

谣。玛曲县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介绍，两年前

曾有不少爱心人士向当地寄送衣物，多部门联

合调查，已发布辟谣信息。（10月20日《北京青

年报》）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有可能成为真理”。

网络谣言对个人、对社会发展都贻害无穷。因

此，对网络进行必要的管理和规范化引导，是

一种必然选择。互联网信息管理机构应会同

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查处力度，坚决制止编

造和传播网络谣言的行为，切实维护互联网信

息传播秩序，营造积极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

网络谣言滋生，源于法律制度滞后。与我

国互联网迅猛发展、网民数量快速增加相比，

法律、政策及管理并没有相应跟上。比如，我

国法律对何为散布虚假信息、何为虚假信息，

尚没有明确规定。这不仅不利于互联网管理，

而且不利于网民把握网上发表言论的尺度，导

致“言论自由”越过了法律边界。可见，打击网

络谣言，维护互联网秩序，营造健康有序的网

络环境，是事关社会稳定大局的大事。这不仅

需要网络媒体的自律、网民的自警自省，更需

要规范健全的法律法规。

换言之，老谣言死灰复燃，缘于监管“灭

火”不彻底。法律是避免人们走上违法犯罪道

路的重要手段，当然也是遏制网络谣言编造和

传播的重要手段。虽然我国目前已有网络方

面的立法，但网络立法还存在不少缺陷，所以，

完善这方面的法律制度势在必行。同时，政府

要以新闻真实为准则，及时对错误的网络言行

进行辟谣，并将造谣者绳之以法，列入失信“黑

名单”。要针对虚假的突发事件言论、焦点问

题、热点问题、敏感问题及时调查处理和发布

更正信息，用正确的信息抵制谣言，让广大群

众即刻明白事件真相。特别是，要加大网络监

管力度，净化网络环境秩序，强化网络实名制，

规范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监督和管理，严惩网

络管理者玩忽职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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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李彦宏称AI可让人们获得永生

李彦宏表示：人工智能不仅不会毁灭人

类，反而可以让人们获得“永生”。 每一个人说

的话，干的事，甚至你的记忆、情感、意识等都

可以数字化存储下来，放在网盘或者其他的云

端。然后机器可以学习出来你的思维方式，遇

到新问题，通过技术进行现实还原，这样你就

可以与后人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梨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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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涵涵

养生枸杞变“毒”枸杞该谁反思？

时事乱炖

微声音

新方法有望提前半年检出肝癌

近日召开的2019年中国临床肿瘤学年会传

出好消息：全国多中心、前瞻性万人队列肝癌极

早期预警标志物筛查项目PreCar获重要进展。

该项目相较现有诊断金标准提前6～12个月就

能筛查出极早期肝癌患者，转癌比率较完成随

访患者的整体转癌率富集了13倍以上，显示出

优异的预警筛查性能。这意味着这些被筛查出

的患者5年生存率有望提升5倍以上。

@科技日报

10 月 16 日，宁波高速交警

在沈海高速掌起收费站开展安

全带专项整治活动过程中发

现，安全带相对佩戴率最低的

货车驾驶员这一群体当中，个

别驾驶员在佩戴时玩起了“小

把戏”。在两个小时的查处过

程中，交警查到了 15 名驾驶员

未按规定系安全带，其中有3名

大货车驾驶员，竟然“假系安全

带”。（10月21日《宁波晚报》）

远远看去是系了安全带，

但当交警打开车门检查时却发现，驾

驶员只是系了“半条”——斜跨的那条

挂在身上，要穿过腰间的那半条并没

有按规定佩戴好。也就是说，驾驶员

只是为了防止监控抓拍以及民警查

处，而耍了小聪明，在上座前将安全带

扣进锁扣，然后再坐上座位将安全带

绕到胸前。“假系安全带”已经成为了

一种社会现象。

安全带，是保护车上司乘人员人

身安全的生命带。在发生交通事故的

时候，安全带就是生命的最后一道防

线。从多发的事故报道来看，“不系安

全带”的后果十分严重。根据统计，在

严重的交通事故中，死于车祸的人，

60%以上都是开车“不系安全带”的。

足见安全带被称之为生命带是十分贴

切的。那么，为何还是很多人不愿意

系安全带呢？综合来看，有这样几种

因素：怕把衣服弄皱；感觉开车系安全

带很麻烦；路没多远，不可能这么短距

离发生车祸吧的侥幸心理。

由于系安全带的意义很大，因此

我们国家将“倡导系安全带”变成了

“强制系安全带”，从强制驾驶员系安

全带逐渐延伸到副驾驶也要系安全

带。然而，却有驾驶员开车上高速公

路时玩起了自欺欺人的把戏——“假

系安全带”。这样的行为，也许能骗过

道路监控，但却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安

全开玩笑。

鉴于“假系安全带”现象十分普

遍，笔者建议加大打击的力度，提升打

击的标准。一方面，需要对监控录像

进行仔细鉴别，不放过可疑点；一方

面，应该提高罚款和扣分的档次，要比

打击“不系安全带”还要严厉的打击

“假系安全带”。

8 月中旬，记者在宁夏中卫市等

地调查发现，在当地枸杞交易市场，

部分不法商户存在类似贴牌情况，还

有个别商户，为了让干枸杞防虫、卖

相好，用严禁用于食品行业的工业硫

磺熏制枸杞，或用焦亚硫酸钠对枸杞

浸泡烘制。而硫磺中所含的砷及过

量的焦亚硫酸钠，都能损伤人体肝

肾。（10月21日《新京报》）

用非“中宁枸杞”的枸杞冒充“中

宁枸杞”，属于虚构事实对消费者进

行欺诈，损害了消费者权益。此外，

贴牌假冒的“中宁枸杞”也损害了枸

杞之乡中宁县地理标志所有人的权

益，假冒的“中宁枸杞”源源不断流入

市场，影响到真正的“中宁枸杞”的销

售及声誉，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而

养生枸杞变“有毒枸杞”，严重损害人

体健康，更是违法背德，令人愤慨。

尽管当地政府相关部门一直在

查处假冒伪劣枸杞，但“硫磺枸杞”

“亚钠枸杞”的大量存在、批发问题枸

杞时有明显“低硫”标注等诸多乱象

说明相关监管还要加强，要加大巡

查、查处力度，升级防伪技术，消弭监

管漏洞，严厉惩治唯利是图、制假贩

假的奸商，以儆效尤，还要发挥“吹哨

人制度”作用，激励有正义感的良心

商家勇敢维护地方品牌，用“良币驱

除劣币”。

有个细节值得关注，“枸杞有没

有问题，自己知道就行”，已经成为

“行业内潜规则”。“毒”枸杞事件屡禁

不止，缘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

一些人心中的法治界限、道德底线一

再滑坡，漠视他人生命健康、惟利是

图 早 已 模 糊 了 是 非 标 准 和 人 性 良

知。毒枸杞对身体有害，懂行人自己

不会吃，只是卖给不明真相的消费

者。正如种地农民不吃自己种的毒

豆角一样，倘若各个行业都易粪而

食，人人都以邻为壑，殊不知谁又逃

脱了制毒贩毒食毒的恶性循环呢？

“毒”枸杞谁在制造、谁在吃、该

谁反思？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明白

食品安全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严打制假售假源头，完善法律法规和

监管措施，强化商业道德与行业自

律，提升良心自觉，才能堵住“毒”枸

杞等“有毒食品”的泛滥成灾。

骗人不利己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