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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声音

买药时看到这10个字
需谨慎

生病吃药，除疗效外，你是否关注

“副作用”？买药时，药盒上有这 10 个

字慎买！①麻：高血压患者不宜用；②

敏、扑、苯：司机不宜用；③酚：肠道溃

疡者慎服；④美：支气管炎患者慎用；

⑤清热：风寒感冒别用；⑥解毒：不能

长期服用。 @央视新闻

不能搞
所谓“五星级厕所”

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 8 日

在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说，要坚

决纠正一些地方搞形式主义、搞

所谓“五星级厕所”的错误做法。

厕所建设要始终坚持就地取材，

不奢华铺张，重在便利耐用。

@中新网

非 常道

陈春花：领导者不仅能发展自己，
而且要对发展他人有责任和担当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春花

表示，在研究中国领先企业的领导者时，

发现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一直关注

于人的成长，今天你让我评价一个公司，

他能不能有未来，方法很简单，就看他的

领导愿不愿意培养人，一个愿意培养人的

公司一定有未来。 @新华网

快递“到付骗局”需要合力阻击

＞

▋刘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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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接到一件莫名

其妙的快递而且是到付，

你会不会习惯性地付款

拆开？商家欲送名牌产

品转发广告就能免费得

到东西，天下真有这么便

宜的好事？注意了，你很可能遇到了坑人

的到付骗局！（1月8日《海峡导报》）
用廉价的商品为诱饵，通过货到付款

的方式实施诈骗，这种行为不仅涉嫌违

法，也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严重侵犯，对于

这种诈骗手法，应该采取措施，多方面合

力围剿和阻击。

首先，这些骗局之所以能够得逞，主

要原因还是在消费者身上，一方面，一些

人抵制不住小恩小惠的诱惑，为了贪图小

便宜，导致个人信息泄露，给骗子提供了

可乘之机。另一方面，一些人接到不明包

裹，忍不住心中好奇，拆开后，不得不付

款，这无疑中了骗子的诡计。因此，消费

者一是应该主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自觉

抵制诱惑，需知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

背后往往有着大阴谋。二是应该控制好

奇心，对一些来历不明的包裹不拆封，不

接受，这样就可以避免上当受骗。只要消

费者能够控制自己的贪念，任凭骗子有千

条计，也无济于事。

其次，用小商品作饵继续诈骗，这种

行为涉嫌违法。因此，一方面，公安等相

关部门应该加强对这种诈骗行为的打击

力度，比如可以根据包裹上的信息对相关

商家进行追踪，深入查处，依法进行处罚，

达到一定的诈骗金额甚至可以追究商家

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应该加强对相关

平台的监管，激发平台对商家的监督和约

束。对存在强制消费等实施诈骗的商家

采取技术措施进行处置，比如强制关闭店

面，列入诚信黑名单等对商家的经营进行

限制和处罚，维护消费者权益。

再者，严格执行开箱验视制度无疑是

遏制和防止这种到付骗局的又一方法。

一方面，快递公司在接到物品时，应该严

格执行开箱验视制度，对一些质价不符的

商品，及时提醒消费者谨慎签收。另一方

面，消费者在接到包裹时，不妨也可以开

箱验视，当面验货，对于一些有着明显欺

骗行为的包裹完全可以采取不签收、不接

受的方法进行“冷”处理。

驴肉造假，别再仅以“个案”处理了
▋徐建辉

被冠以“中国驴

肉火烧之乡”的河北

河间，多个乡镇存在

熟食加工黑作坊，他

们 所 加 工 的 不 是 别

的 ，正 是 当 地 名 吃

——“河间驴肉”。这

些“河间驴肉”多不含

驴肉，而是由骡子肉、

马肉甚至猪肉，加上

驴肉香精以及其他添

加 剂 煮 成 。 这 样 的

“驴肉”价格低廉，一

斤在 20 元左右。记

者调查发现，这些黑作坊通过货车、大巴等方式，将一包包“假驴肉”发往

全国各地。（1月8日《新京报》）
毫无疑问，那些黑心商贩们生产、制作、销售这些合成假驴肉说到底

是为了一个“利”字。是真假驴肉一斤数十元不等的巨大差价空间让他们

见利忘义、铤而走险的。这在历次制假掺假、欺诈经营的案例中可以说已

是不足为奇。从广义上说，在当前频频曝光的旅游、餐饮、服务等领域的

欺客宰客、弄虚作假等事件背后，也都是这种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的心态

作祟。诚然，这种不良风气和错误理念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彻底消除

的。但是，就此事笔者不禁想问，一个外地记者孤身卧底都能差不多摸清

的假驴肉产供销基本脉络，一种黑窝点遍地、假驴肉满大街都是产业化状

况，当地执法部门看不到、查不出、治不了？要知道，那种露天放置的庞大

锅炉，还有动辄成吨的假冒驴肉，以及南来北往的产销网络，可不是说隐

藏就能消失不见的！

由此可见，假冒驴肉横行，黑的是人心、丢的是信义，而更缺的是严密

的监管和有力的打击。尽管据报道当地对假驴肉产业也曾进行过“专项

整治”，但是显然效果不够理想、整治也谈不上彻底。

希望此次曝光后，当地能够真正重视起来，下决心深入治理，在严打

假驴肉产业链和突出乱象的同时，努力找出症结根源和各种漏洞，谋划建

立一种真正全面长效的监管治理机制，将假驴肉彻底逐出河间，让制假售

假者真的感到不值得去冒险，不敢再打驴肉的主意。万万不能只将此当

成“个案”，搞就事论事、短期运动式的所谓“专项行动”，打几只“出头鸟”，

应付风头了事。否则，一阵风吹过，假驴肉定会卷土重来，或是从来就不

曾“走远”，类比其它造假乱象也是这个道理。

教会急救
比普及“救命神器”更重要

▋禄永峰

2015 年起，福州市陆续在一些公共场所设置

AED（自动体外心脏除颤仪），在关键时刻能发挥“救

命”功能。但目前全市仅设置了约20台AED，多数公

共场所还未配备。有人大代表提出，希望在全市大型

公共场所普及AED。（1月8日《福州晚报》）
从近年来发生的许多起救援实例看，公众急救

教育严重缺失。与其急着普及“救命神器”，倒不如

教会更多人急救。一般情况下，对于救援事件，绝大

多数民众除了等待他救外，很少有人知道如何进行

科学有效的急救应对。在分秒必争的救援现场，世

界公认的黄金抢救时间是意外发生后的前4分钟。

因此，在救援人员还没有赶到时，现场每个懂得急救

常识的人，只要积极参与到对患者进行及时救治的

行列，这无疑对减少伤亡和遗憾有积极意义。

现代救援应该是全民参与的社会大救援，多一

个人掌握急救知识和技能，就会多一点安全保障。

国外许多发达国家市民都掌握一定急救知识和技

能，美国每4个人中便有1人具备基础急救知识，新

加坡每8个人中有1人接受过急救知识的培训。而

在我国，上海浦东新区曾经一项对12000名市民的

调查显示，面临突发事件需要急救时，74%的人选

择报警，18.4%的人大声呼救，96.3%的市民把救人

的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

普及率十分有限的急救教育现状，无不警示我

国急需补上急救这堂生命教育课。之所以形成这

一历史性欠账，探其究竟，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缺少

系统和全面的培训。偶尔开展的一些零散的培训，

大多又流于形式，难以形成系统性计划和制度，往

往会出现培训面小、普及性不够的状况。

应该说，开展急救教育，普及救护知识，提高公民

自救互救能力，减少突发事件引起的人员死亡，是动员

和整合社会力量，保护人的生命健康的一项重要举措

和公益事业。当然，普及“急救教育课”，不能纸上谈

兵，更不能画饼充饥，需要多方协力，脚踏实地，逐步建

立完善一项全民急救教育制度，让更多人补上“急救教

育课”，这也比普及“救命神器”更重要、更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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