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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网信办约谈支付宝：
“支付宝年度账单事件”
违背个人信息保护承诺

近日，网信办就“支付宝

年度账单事件”约谈当事企业

负责人，指出其收集使用个人

信息的方式不符合《个人信息

安全规范》，违背《个人信息保

护倡议》，应加强对支付宝平

台 的 全 面 排 查 ，进 行 专 项 整

顿。支付宝和芝麻信用表示

将全面整改。 @央视

几块钱一斤的山楂
藏着这么多“治病功效”

山楂是公认的“冬季第一

果”，有降血脂、血压、强心、抗心

律不齐等功效。推荐几种健康

吃法：①山楂苹果茶：降血脂 ②

山楂桂花茶：健脾消食开胃 ③山

楂金银花菊花茶：生津润燥，缓

解头痛目赤 ④慢性咽炎：青果乌

梅山楂茶。注意：空腹时不宜吃

山楂，胃酸过多、胃炎、胃溃疡的

人慎重。 @生命时报

非 常道

林毅夫：中国经济仍有创新和升级优势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

９日在纽约表示，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在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仍有优势，这将在未来十年

为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提供动力。

林毅夫指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能力是决定一国

经济能否快速增长的关键，发展中国家通过模仿、引进和集

成来达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因而具有“后发优势”。

林毅夫说，中国经济在过去多年利用“后发优势”获

得了巨大成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远超发达经济

体。从人均ＧＤＰ水平判断，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有潜

力和优势。 据新华社

让“冰花男孩”们先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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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凶猛警示：提高疫苗接种率
▋冯海宁

“黄牛”假票骗钱值得多方反思
▋张西流

一年一度的春运火车票抢票大战开始上演，火车票

实名制后，从火车站广场转战互联网的“黄牛”们也没有

闲着。记者调查发现，黄牛用虚假订票截图骗取用户票

款和代购费时有发生。原本是恶搞用的火车票合成器

小软件，居然成了他们的新骗钱法宝。此外，时常有购

票人信息被出卖的情况发生。（1月10日《北京晨报》）
众所周知，实行火车票购票实名制，其根本目的是为

了遏制倒卖火车票的“黄牛”。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购票
实名制已实施多年，倒卖火车票的“黄牛”一直“形影相
随”。越是春运期间，“黄牛”越是猖獗，利用多种手段，抢
购春运票，并疯狂进行高价倒卖敛财，既破坏了正常的购
票秩序，又损害了公共利益。特别是，一些“黄牛”利用火
车票合成器，直接骗取购票者的钱财，令人防不胜防。

不可否认，铁路部门在售票、验票管理上还存在漏
洞，给了“黄牛”可乘之机；特别是，票务工作还不尽如人
意，由于售票渠道不畅、购票受阻，导致一些乘客、特别
是外来工，不得不把“一票难求”的难题，交给“黄牛”去
解决。再者，少数乘客不分善恶，客观上纵容、甚至助推
了“黄牛”的违法倒票和诈骗行为。

可见，“黄牛”假票骗钱，显然值得多方反思。首先，
在火车票实名制限制了“黄牛”活动空间的有利条件下，
乘客应选择正当的渠道购票；即便是“一票难求”，也可
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回家，而不能依赖于“黄牛”，让“黄
牛”钻实名制的空子，进行非法倒票、诈骗活动。同时，
铁路公安部门应研究火车票实名制下，“黄牛”倒票的新
动向、新手段，抵制和打击“黄牛”的违法行为。比如，网
络抢票平台，实为变相倒票行为，应予以取缔。

特别是，铁路部门不能过度依赖于网络，在选择售票
方式上要多途并举，兼顾各方需求，特别是要维护农民
工和大学生的利益。比如，在客流量较大的火车站售票
大厅，大幅度增加售票窗口，全部对外开展售票服务，并
延长售票时间；又如，开展赴大型企业、高等院校上门预
订业务，实行售票服务关口前移。只有这样，才能化解

“一票难求”的困境，才能铲除“黄牛”的生存土壤。

入冬以来，流感高发，各地医院人满为患。其实，不用去医

院现场，翻开朋友圈，你就能看到这场“势力范围”波及全国的

流感的踪迹。甚至有人戏称，医院已然变成今冬“最佳旅游胜

地”。然而，流感凶猛、医院爆满的背后，有一个尴尬的现实

是，疫苗接种率不到2%。（1月10日《每日经济新闻》）
今冬，全球流感来势汹汹。不久前媒体报道，美国流感流

行已致12名儿童死亡。我国香港9天内也有10名流感病人死

亡。我国内地似乎还未报告流感死亡案例，但各地流感样病例

数量明显高于去年同期或者往年同期，尤其是儿科急诊量增长

明显。为此，国家卫计委日前也开出权威药方。

流感高发，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易

感人群该打流感疫苗的却没有去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相关负责人9日披露，每年我国生产2600万剂流感疫苗，但只

能使用约2000多万剂，仍剩余近1/4，相较于总人口，疫苗接种

率不到2%。那么，流感疫苗接种率为何如此低？

原因之一是，部分人对疫苗缺乏信任，再加上疫苗接种是自

愿而非强制，所以很多人就没有打。不可否认，我国过去发生过

多起“疫苗事件”，这让部分人对于疫苗没有安全感。但从网上

检索情况来看，问题疫苗事件中似乎没有涉及到流感疫苗。即

使说过去流感疫苗也出现某些问题，那也是过去的、某些产品的

问题，并不意味着今天的流感疫苗也有问题。所以我们没必要

怀疑疫苗。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全民疫

苗接种率不及美国的二十分之一。再对比孩子接种情况，有数

据显示，广州全市学生人群流感疫苗接种率不足1%。而在美

国纽约市，2015年幼童流感疫苗接种率从上个流感季的62.5%

上升到将近67%。两者差距有多大，一目了然。

面对凶猛的流感，除了有效普及疫苗知识外，能否强制儿

童接种流感疫苗值得考虑。据悉，全球每年约有5%～10%的成

人和20%～30%的儿童罹患季节性流感，可见儿童是流感的最

大易感人群。不妨以立法形式，强制儿童接种流感疫苗。世卫

组织曾明确指出，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最有效方法。

头发被冰花覆盖，像顶

着一丛雾凇，脸庞被冻得

通红，眼神中却透着乐观

调皮。这两天，一张“冰花

男孩”的照片传遍了朋友

圈，一番“萌萌哒”的嘻笑

之后，许多人内心翻腾起辛酸和挣扎。

在“冰花男孩”走红的当天，云南省发

布了寒潮蓝色预警。从小男孩所在的昭

通市鲁甸县转山包小学提供的照片上看

到，学校的大门、校园里的树木上都结满

了冰花，教室里有孩子双手满是冻疮，一

只小胳膊的下面是一张99分的数学试卷。

刺眼的冰花和鲜红的 99 分，不只是

寒冬里一碗励志的鸡汤，它将许多坐在空

调房里给朋友圈点赞之人的牵挂，系向遥

远的贫寒地区。

“冰花男孩”是许多高寒贫困地区求

学孩子的写照，折射的是一个大问题。在

转山包小学，他并不是该校学生走路上学

距离最远的一个，距学校最远的学生要早

上五点半起床，步行3小时山路上学。而

在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昭通

市，113万余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就有

小学生13.87万人、占在校生总数近47%。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面对“冰花男孩”，当地有位教师回想起自

己的童年，“回首当年石径远，天寒地冻与

君同”。这说明寒冬求学的艰辛是一个老

问题。多年来，一双温暖的手套、一间暖

和的教室，成为一拨拨孩子的渴望。

大问题最怕积重难返，老问题最怕

“见惯不怪”。我们期待，在脱贫攻坚中，

不能止步于让贫困孩子们“有学上”，还要

“上好学”。孩子们是社会中最柔弱的群

体，他们理应得到更好的爱护。

在当前向贫困发起决战的关键期，必

须加大贫困孩子吃饱穿暖的保障工作，主

动作为、及早谋划。令人欣慰的是，当地

政府正加强困难群众的过冬保障工作，当

地青基会将统一接受社会捐赠并启动暖

冬行动，一些机构也发起定向捐赠活动。

众人一心，让“冰花男孩”们先暖起来，是

精准脱贫、全面小康的题中应有之义。

不再害怕风雪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