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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洁牙“神器”毁了一口好牙
热点冷评

■ 钱夙伟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口腔

保健意识的增强，水牙线(冲牙器)、电

动牙刷等口腔清洁产品卖得越来越

火。比如水牙线，今年双十一销量就

十分火爆，更被称为牙齿清洁的“神

器”。我们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洁

牙产品？“神器”真的有商家说的那么

神吗？（11月22日《厦门日报》）

口腔医学专家表示，不要盲目迷

信“神器”，要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

择。比如近年来，电动牙刷成为很多

家庭的必需品，但电动牙刷目前尚无

法完全取代手动刷牙。“几十年前，电

动牙刷诞生之初，目标消费群体是行

动不便的残疾人。经过这么多年的

发展，电动牙刷工艺不断进步，能刷

到的地方可以刷得很干净，但有些牙

齿细微处仍无法抵达。”电动牙刷一

般有两种工作模式，一种是旋转式，

根本进不去这么深的地方；还有一种

是水平横颤式，能进去，但因为振动

频率太快，很难控制力度，压得狠了

容易损伤牙龈，压得轻又起不到清洁

作用。

简言之，牙周状况相对较好的年

轻人，为了方便，可以用电动牙刷。

牙周炎患者还是提倡手动刷牙，最好

在医生指导下掌握正确刷牙方法。

牙列不整齐的人，用电动牙刷卫生死

角多，不建议使用。现在不少家长开

始给小孩使用电动牙刷，专家的看法

是，可以适当借此增加刷牙的趣味

性，但还是要教孩子学会手动刷牙。

至于水牙线，主要依靠快速水流

清理食物残渣和软垢，优点是冲洗残

渣和软垢，轻柔清理牙齿邻面，但不

像牙线和牙缝刷那样还能清理菌斑，

因此清洁力度要弱于牙线和牙缝刷，

不能完全代替牙线。

显然，对于洁牙“神器”，不必盲

目迷信，否则，有可能毁了一口好

牙。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新工艺

的大量投入，许多新的日常生活用品

在海量地推出。这些用品，有的是更

新换代，有的是改良改进，有的是补

充完善，无论是生产商还是销售商，

在宣传商品时，都应实事求是，如果

为了占有市场，一味吹得神乎其神，

动辄称为“神器”，随意夸大功能，有

可能误导消费者，还涉嫌虚假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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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中了“信用修复师”骗局

非常道

人民日报谈早教产品日趋低龄化：
别让早教越来越早

不知从何时起，在线早教产品“触达”

的年龄段越来越低，从3～12岁，到2～8岁，

再到 1～3 岁、0～3 岁。从“早教”到“早早

教”，到“早早早教”，是否真的有利于儿童的

身心健康？3岁以内的孩子，要在父母的陪

伴下，尽可能充分地接触大自然、接触小伙

伴，触摸、感知，建立一种基于真实接触上的

认知训练，对于智力启蒙和性格养成，才大

有益处。 @人民日报

堵住快递业泄露个人信息漏洞须从防“内鬼”做起
■ 吴学安

时事乱炖

圆通快递“内鬼”涉泄露 40 万条快递

客户信息，在快递业或许只是冰山一角。

澎湃新闻连日调查发现，快递用户遭信息

泄露现象涉及的不止圆通一家，网上存在

贩卖快递用户信息的“黑产”链条，可能涉

及申通、德邦、EMS(邮政速递)、韵达等多家

快递公司。(11 月21日澎湃新闻)

不时曝出的快递用户信息泄露事件像

一个个“炸弹”，让公众对个人信息安全产

生担忧。尤其是实行快递实名制后，快递

企业掌握了用户的身份信息，这些信息较

为敏感，价值也高，容易引发网络黑灰产业

觊觎。如何在立法、监管、技术等方面，合

力扎紧“篱笆”，防范“内鬼”从中作祟，堵住

信息外泄的“豁口”，成为当务之急。

一方面，在技术防控方面，让尽可能少

的人接触到客户信息，如通过技术转化，将

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转化为肉眼难以看到的

内容，就能够有效地避免消费者个人信息

被中途“劫持”。同时，应明确企业内部各

部门、各岗位的信息安全责任，严禁无关人

员进出快递处理、存放场地，安排专业人员

对收寄、分拣、运输、投递等环节的信息处

理进行安全监控。

另一方面，在制度措施方面，快递公司

应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内控机制，与内部员

工签订保密协议，严格落实违约惩戒机制；

对泄露买卖用户信息者，必须依法严惩。

惩处只是事后“救济”，强化防范则是重中

之重。快递公司是信息泄露的源头，有责

任倾尽全力守护用户信息。

俗话说，外贼易打内鬼难防，堡垒最容

易从内部攻破。快递业惟有从内生机制着

手，严防“内鬼”，筑牢风险防控的第一道关，

才是事半功倍的办法。要从技术上、制度

上，有效地防泄露、防窃取、防篡改、防非法

使用。只有从源头治理，才能最大程度地避

免下游衍生个人信息非法倒卖等活动。对

于掌握海量数据的快递企业而言，守土有责

是一份郑重的承诺，要勇于肩负主体责任，

从源头堵住个人数据被非法利用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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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床理由：
周末晚起1小时帮助修复大脑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家对平均年

龄 30 岁的 159 名健康成年参试者进行了睡

眠研究。结果发现，睡眠不足的人更迟钝、

反应更慢。其中，周末不补觉的人，工作表

现远远达不到正常水平。研究负责人表示，

周末早晨多睡 1～2 小时，对于弥补睡眠缺

失和恢复警觉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

利于修复大脑的疲劳或损伤。不过周末睡

一整天的补觉方式并不可取，那样会破坏睡

眠规律。 @生命时报

若征信确实查出问

题，焦急的用户难免去

寻求“解决方案”。网络

上不乏各种打着“永久

修复”“污点漂白”旗号

的征信问题处理机构或

个人，他们真有什么独

到手段吗？记者发现，交钱之前打包票，宣

称“银行内部有人”等，交了钱就联系不上，

依然是较为常规的骗术，只不过用上了“征

信修复”这一比较新鲜的名头。（11月20日

《北京晚报》）

征信修复骗局就值得警惕起来。据金融

业内人士表示，修复机构利用的就是个人和

银行间的这种信息差，让信用修复师作为“中

介”向银行申诉。其做法也并不神秘，核心即

围绕“不可抗力”做文章，让银行网开一面。

很多时候用户逾期行为并没有真实的合理解

释，“信用修复师”就可能会采取一些违规手

段，但更可能导致用户定金无法退回。

针对“信用修复师”骗局，个人的有效

防范是首要的。“征信修复”其本质就是“征

信异议处理”。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信

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采集、保存、提供的信

息存在错误、遗漏的，有权向征信机构或者

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要求更正。这也就

意味着，进行征信修复，用户完全可以通过

正规渠道来解决，而不能走偏路。

当然，更重要的是，个人须增强征信意

识。今年8月发布的《中国大众征信意识情

况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受访者从不查征

信，近两成受访者不知道个人信用报告的

出具机构。这无疑是短板。事实上，央行

征信中心每年提供两次个人信用报告免费

查询服务，而定期查询有助于了解自己的

信用状况，更可避免一些意外事件导致自

身信用受损而不自知。

对相关骗局也须加大依法打击力度。

这一方面需要相关部门做好相关知识的普

及，使用户认识到此类骗局的本质；另一方

面对于市面上存在的征信修复生意，更须

加大监管整治力度，让不法经营行为得到

彻底治理。此外，相关网络平台也须负起

责任，对于“征信修复”此类经营行为当强

化规制，谨防给不法经营行为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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