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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面试时戴副眼镜，成功率高

《瑞士心理学》杂志刊登奥地利维也

纳大学一项研究显示，戴眼镜的人更聪

明。如果想面试成功，不妨戴一副眼镜。

研究人员表示，企业用人自然会选择更聪

明的人，而“戴眼镜的人更聪明”这一印象

由来已久。其实，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有

些人戴上眼镜后的确更加自信，其行为

随之改善，面试中表现更加出色，这本身

就能提高面试成功率。 @生命时报

微声音

让更多流量向上向善

流量艺人身上不仅承载着粉丝的喜

好选择与情感投射，也承载着社会公众的

期待。这种期待既指向他们的才华技艺

和职业操守，还指向其道德品质和社会责

任。尤其对青少年粉丝来说，生活中追什

么样的星、明星发什么样的光，影响着他

们的价值认知。艺人有品有德，才能更好

地引领粉丝向上向善。 @人民日报

民用摄像头不能“想装就装”
■ 汪昌莲

“加油区扫码支付”就得重罚 ■ 钱夙伟时事乱炖

为了图方便，个别加油站在加油作业

区内让加油车主直接扫码支付，这样做，到

底行不行？不行！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了

解到，日前，厦门一家加油站因在加油作业

区内进行扫码支付被立案调查，该加油站

被罚1.5万元。（8月10日《厦门日报》）

2008年开始实施的有关加油站作业的

安全规范，明确了加油站内严禁使用手

机。然而，随着移动支付的不断发展，不少

人出门开始不带钱包，越来越多的加油站

也推出了手机扫码支付服务，但随后因为

“形成安全风险隐患”而被叫停。

然而也有不少加油站并没有严格实

行。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加油区扫码支

付引发爆燃的概率非常低，其一，现场油气

混合浓度必须达到一定比例；其二，手机电

磁波的功率大到一定程度，足以让电路上

产生电火花。所以，在加油站内接打电话

或者使用手机的其他功能引发油气爆炸，

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概率

非常低，只要把支付的地方远离加油枪，危

险系数就会降低。

但这显然不能当作“加油区域内扫码

支付”的依据，比如，油气混合浓度必须达

到“一定比例”，手机电磁波的功率大到“一

定程度”，这“一定”到底是多少？在现实生

活中“概率非常低”，“低”到多少？常识告

诉我们，再低的概率，也并非绝对不会发

生。防患于未然，即使是对“非常低”的概

率，也不能心存侥幸。而这也正是安全生

产的底线要求。

随着网络支付的普及，“无现金”成了潮

流，支付二维码无处不在。而移动支付极大

的便利和快捷，让许多人因此而忽视了安全

至上。对此，有关方面提出，加油站应牢固

树立安全生产意识，严格业务操作规程，积

极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扩大安全宣传覆盖

面，主动告知进入加油作业区加油的车辆

停车熄火、禁止吸烟、严禁使用手机等安全

注意事项，杜绝加油站安全生产事故的发

生。同时，执法部门必须以严格执法来加

大威慑力，坚决遏制“加油区扫码支付”。

星报传媒
全媒体矩阵

出版单位 市场星报社

地 址 合肥市黄山路599号

时代数码港24楼

“无现金不救治”有违医规医德
■ 张西流

日前，有媒体报道，

深圳一男子因手指割伤

到南山区华侨城医院就

诊，接待医生全程低头

玩手机，并且声称拒绝

接受微信支付，只收现

金 ，没 有 现 金 不 给 缝

针。最终该男子前往其他医院治疗，缝了

五针。对此，南都记者走访深圳华侨城医

院，该医院工作人员证实此事，并称内部正

在核实，有结果将发布通报。（8 月 10 日

《南方都市报》）

在深圳一家医院，面对手部受伤、血流

不止的伤者，接待医生居然全程低头玩手

机，置之不理，并以伤者无现金为由，拒绝

救治，完全丧失了医德仁心。事实上，这名

医生以无现金为由，拒绝救治伤者，原因想

必大家心知肚明，怕这名伤者交不起医药

费，让医院利益受损，并引发医患纠纷。同

时，也与医德缺失不无关系。然而，医生拒

诊、拒收伤病员，与见危不救无异，背离了

对生命最基本尊重的人身权利要求。

生命权优先于财产权，这是我国法律

的基本制度。《医疗机构管理条

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医疗机

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

对限于设备或者技术条件不能

诊治的病人，应当及时转诊。”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第二十四条，“对急危患者，医

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

不得拒绝急救处置。”这从法律

层面明确了“治病救人、救死扶

伤”是医院和医生的天职。然

而，由于我们的医疗体制尚存

在一些问题，医院也存在过度

市场化的倾向，过度市场化的

结果，导致了一些医院对于利益的过度追

求，降低了医院治病救人的职能，选择性收

治病人，成了医疗行业默认的一种潜规则。

没有现金不救治，就是典型案例。殊

不知，医院本来就是一个带有强烈人道主

义色彩的机构，医生也被人们称为白衣天

使，如果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而忽视了

病人生命的权利，这是对人道主义的亵

渎，也是对救死扶伤天职的背叛。而在此

前，各地医疗纠纷不断，医患关系紧张，甚

至暴力侵医案件频发，人们一味地把责任

推在患者身上，有的医生居然发出了“医

不过二代”的慨叹。问题是，如果肩负救

死扶伤职责的医生，以没有现金为由，拒

绝救治伤者，医疗工作如何能够得到社会

和公众的尊重？医患关系岂能从根本上

得到改善？可见，无现金不救治，有违医

规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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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伤” 王恒/漫画

记者9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在推进

治理摄像头偷窥等黑产工作中，各地网

信办督促各类平台清理相关违规有害信

息 2.2 万余条，处置平台账号 4000 余个、

群组 132 个，下架违规产品 1600 余件。

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会同有关部门继

续加强治理，坚决遏制摄像头偷窥等黑

产生存空间，切实保护公民个人隐私安

全。（8月10日《人民日报》）

近年来，非法安装摄像头进行偷拍

的行为越来越多，从贩卖偷拍设备、视

频监控账号到出售偷拍视频，已形成黑

色产业链；而偷拍视频在网上大肆传

播、售卖，给受害者带来极大精神伤害，

引发公众不安，造成公众心理恐慌。基

于此，多名法学专家建议，应提高偷拍

行为的违法成本，加大惩罚力度，以有

效震慑偷拍行为。特别是，今年 6 月以

来，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专项整治摄像

头偷窥相关问题，各类平台清理违规有

害信息2.2万余条。

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器

材，属于侵犯公民隐私的违法犯罪行为，

它严重侵害了公民合法权益，扰乱了社

会管理秩序，危害社会稳定。司法机关

可依据刑法的相关规定，以涉嫌非法生

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非法使用窃

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依法予以坚决打

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针对偷拍和生

产、销售偷拍器材等违法行为，鲜见有受

到刑法制裁的案例，导致偷拍乱象屡禁

不止，甚至愈演愈烈。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花亚

伟提出，要完善立法，对偷拍等严重侵犯

公民个人隐私的行为予以刑事处罚。可

见，只有将偷拍入刑，才是治本之策。同

时，有关部门应加强对监视、摄像设备的

管理，尤其是加大对“偷拍神器”之类等

“三无”产品的查禁力度，把好关口，堵住

源头，遏制偷拍现象，保护公众隐私。特

别是，民用摄像头，不能想装就装、想拍

就拍，需有制度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