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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信号“增强贴”，“伪科技”何以成了网红？

热点冷评

■ 木须虫

只需将一张金属贴片贴在手机背

部的“有效位置”，信号就能从1格变成

3 格，让玩游戏、刷视频不延迟……近

期一位杭州消费者程先生向记者反

映，自己被“手机信号增强贴”给忽悠

了。一段时间以来，号称能“全场景”

增强手机信号的“增强贴”热销网络。

这张小小的贴纸，到底是“黑科技”还

是在“黑”顾客？（11月3日新华网）

无疑，所谓的手机信号“增强贴”，不过

是披着“黑科技”噱头的伪科技产品。而

这并非孤例，可“修复皮肤松弛”的“石墨

烯”保暖衣、预防近视“神器”防蓝光产品、

“可降糖70%”的网红“脱糖电饭锅”……

诸如此类“伪科技”产品频频成网红。

不可否认，这些伪高科技产品走

红有网络“伪科普”误导乃至故意充当

帮凶原因，但在主观上也是国民科技

素养、科学常识缺乏，给了噱头营销、

概念消费以可乘之机，同时也因主观

的偏听偏信，缺乏防范意识，让这些产

品坑害消费者最终得逞。

当然，这些伪高科技产品的横行，

市场的放任与纵容难辞其咎。伪科技

产品通常都有多宗罪：不具备所声称

的功能，与假冒伪劣无异，涉嫌制假；

营销中多夸大宣传，涉嫌广告违法；以

“科技”名义玩概念、博销量，误导和欺

骗消费者，又涉嫌消费欺诈。

伪科技产品屡屡成为网红，显然

与科技创新的鲜明导向背道而驰，它

损害的不只是消费者的权益，更有崇

尚科学创造的社会信任，破坏了鼓励

科技创新的市场环境。试想，如果假

冒“碰瓷”科技创新就能够轻松获益，

谁又愿意把不菲的精力和真金白银投

入到真正的创新与创造中来？

“伪科技”小乱象折射大问题，要想

让科技创新成为发展的支撑，既要不断

增强全民的科学素养、科学理性，树立

尊重和支持科技创新的全民意识，也要

强化市场治理，对各类伪科技和科技创

新投机“零容忍”，加大打击力度，从根

本上改变“干得好的不如营销吹得好，

营销吹得好不好包装骗得倒”的市场环

境，打造良币驱劣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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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一致报销让医保福利不打折

非常道

周鸿祎：
我国大量数字证书被国外垄断

360 创始人周鸿祎表示，“我国有大量

网站都在使用他国颁发的数字证书，如果

他国拒绝颁发数字证书，我方将面临被卡

脖子的困境。”他呼吁大家一起建设国产数

字证书生态系统，一起争夺数字证书话语

权，拒绝卡脖子。 @财经网

微声音

睡觉爱做梦的人
痴呆风险低

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研究发现，爱

做梦的人，不易患痴呆。睡觉时，眼球有快

速跳动的现象，呼吸和心跳变得不规则、肌

肉完全瘫痪，并且很难唤醒。做梦一般出

现在这一阶段。数据显示，快速眼动时睡

眠持续的时间每缩短1%，患痴呆症的风险

就会增加9%。 @生命时报

“暗语”销售“特供”商品亟待有效规制
■ 杨玉龙

时事乱炖

近期，部分电商平台出现以拼音缩写等

“暗语”方式使用“特供”“专供”等标识销售、

宣传商品问题，扰乱市场秩序，欺骗误导消

费者。针对上述问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迅速行动，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清理整治网

络销售和宣传“特供”“专供”标识商品专项

行动。专项行动自通知发布之日

起至 2021 年 2 月底。（11月 2日

《法治日报》）

对上述现象，强化依法治理

是根本。据悉，市场监管总局网

络交易监督管理司相关负责人就

曾表示，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持

续开展对“特供”“专供”商品网络

交易和广告的日常监测，建立长

效机制，保持常态打击模式。其

实，这很有必要。当然，这也正需

要相关职能部门切实负起责任，

对于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大法律惩

戒力度。

于电商平台也应强化自律。应该认识

到，网购不是“法外之地”。电子商务平台经

营者承担形式审查、协助监管以及对违法经

营的查处和报告等责任和义务。所以，电商

平台应尽到法律责任，既要加强对商家行为

的监管，更有必要做好相关消费警示，从而

构建起令消费者放心的消费环境，而这本就

是电商平台应有的担当。

对于商家而言，也须依法诚信经营。比

如，明明是销售给普通消费者的、大批量供应

的，却谎称是“特供”“专供”产品，少量供应，

终归是假聪明。要知道，消费者并不容易被

蒙蔽，与其靠“套路”发财，远不如依法诚信经

营。更何况，靠虚假宣传牟利，也终难逃脱法

律惩治，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也应增强防范意

识。比如，购买有“特供”标识的总比没有

标识的强，大多数人都是抱着这种心理去

的，对“标识”持迷信态度。殊不知，迷信

此，很可能被套路。事实上，十八大以后，

中央和国家机关使用“特供”“专供”等标识

就被禁止了。当然，须注意的是，当自身权

益被侵害时，应当勇于依法维权，给不法经

营者以有力回击。

国家医疗保障局 2

日印发《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医疗服务医

保支付工作的指导意

见》，明确符合条件的互

联网医疗机构可以通过

其依托的实体医疗机构，

自愿“签约”纳入医保定点范围，“互联网+”医

保支付将采取线上、线下一致的报销政策。

医保部门将一视同仁，促进线上、线下公平竞

争，进一步推动“互联网+”医疗服务业态发

展。（11月3日新华网）

国家医保局出台这个文件后，将消除各

种“土政策”的差异性，要福利还是要便捷，将

不再成为民众的两难选择。医保分线上和线

下支付，改变的是支付方式，不变的是保障福

利，包括支付范围与保障力度，都不再因支付

方式不同而区别对待。这样做虽然存在较大

的难度，比如在技术层面，线上支付要比线下

支付复杂得多，涉及到处方流转、第三方支付

等技术和管理难题，但为了不损福利，医保部

门理应多担当一些。

还要看到，线上线下一致报销，既是对不

同报销途径一视同仁，也是对线上线下不同

医疗机构的同等对待。在实体医疗机构看病

报销，线上不行线下来，最终仍可以报销，但

互联网医疗机构在诊疗时，由于医患相隔遥

远，假如线上不能报销，就没有线下报销的可

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实现线上线下一致报

销之后，获益最大的无疑是互联网诊疗，此举

将化解互联网诊疗的报销难题，促进互联网

诊疗快速发展。

更难能可贵的是，线上医保支付改革不仅

立足于当前，而且还为未来的发展预留了空

间。当前线上医保支付主要局限在统筹地区

内，下一步将支持地方探索异地门诊费用直接

结算、电子处方的跨统筹地区流转等。异地就

医日益增多，让异地就医也能搭上线上医保支

付的便车，对于流动人口享受医保的同城待遇

大有好处，对异地就医的患者是更大的福音。

可见，随着这项改革的实施，将来不仅线

上线下一致报销，而且本地异地看病也一致

报销，不仅获得的福利一样多，而且还能便捷

地获得这些福利，看病难和看病贵有望因此

得到进一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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