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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神 医 神 药 ”违

法广告，人民群众向来

深恶痛绝。近日，市场

监管部门聚焦医疗、药

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

等民生重点领域，选取

已办结的十起典型案件予以曝光。针对每一

起违法案件的说明，既对套路花招做出提醒，

也给诚信经营敲响警钟，有助于切实保障消费

者合法权益。

“夸大产品用途，对保健食品宣称疾病治疗

功能”“对普通食品宣称疾病预防治疗功能”……

不难发现，故意夸大乃至虚假鼓吹，是这十起典

型案件的一大共性。以健康的名义兜售药品、保

健品和医疗服务，是违法分子的一贯伎俩。

网络时代，信息无孔不入，不等于广告就可

以“张口就来”。特别是，医药医疗人命关天，稍

有差池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可以谋

利，但不能谋财害命；可以营销，但不能突破底

线。让“神医神药”违法广告无所遁形，是人民群

众之愿，也是监管部门之责。

只不过，尽管媒体不断曝光、监管持续加

紧，但“神医神药”违法广告始终屡禁不绝，“按下

葫芦浮起瓢”。其实，说到底还是违法成本不高，

惩罚机制不严。

正因如此，抓典型就是为了“以儆效尤”，

给违法分子以威慑，给广大消费者以提醒。必

须看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人对健

康有了更高的追求。“神医神药”某种程度上正

是迎合了一些消费者“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包

治百病、药到病除”的想象。这无疑是一种启

示，健康不仅是一种状态，更应该是一种素养。

只有养成科学的精神，擦亮分辨的双眼，提升保

健的知识，才能从最根本上挤压“神医神药”的

生存空间。

当然，不管是典型曝光还是严惩严办，不管

是完善制度还是提升素养，都说明健康是一个大

事，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在每一起案件的处置

中从紧从实，也要在健康知识的普及、涵养、提升

中久久为功，我们才能筑牢守护健康的堤坝，让

“神医神药”的骗局不攻自破。

杨默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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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要谨慎使用“网络曝光”
近日，广州地铁8号线一男子被疑偷拍，拿

出手机自证清白后，仍遭女子曝光，引发网友热

议。6月11日，当事男子在儿子邓先生的陪同

下，来到广州鹭江站派出所报警。该名女子从

东莞赶了过来，正式向其一家道歉。记者梳理

发现，11日晚上7时41分，女子也在其微博上

公开发文道歉。（6月12日《楚天都市报》）

当事女子在乘坐地铁的过程中，怀疑自

己被一名男子偷拍，于是上前进行质问，但是

在检查该男子手机以后，并没有发现任何偷

拍的照片。按理说，事情到此就结束了。让

人没想到的是，该女子事后还是把男子的照

片发布到了网络上，并称之为“猥琐男”“手法

娴熟不是第一次作案”等等。

至此，事情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该女

子从可能的受害者，变成了他人的加害者。因

为这种对一个人充满否定和负面评价的网络曝

光，很有可能把一个人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

而从法律角度来看，把他人的照片发到网络，并

且给予否定性的评价，极有可能涉嫌侵权。

果不其然，在老人的儿子得知自己的父

亲被人网络曝光以后，毅然选择了报警。而

直到这个时候，当事女子才意识到问题的严

重性，赶赴派出所当面向当事人父子道歉，并

且通过网络也进行了公开道歉。让人欣慰的

是，当事人父子念在对方还是学生的身份，选

择了谅解。

事情告一段落，教训值得吸取。在一个

人人手握麦克风，人人都有自媒体的网络时

代，通过网络发声变得十分容易。但越是如

此，越需要我们理性、谨慎，而不能滥用“网络

曝光”，否则很有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网络曝光是网络监督的一种，但是网络

曝光的内容必须客观、真实，经得起检验。

网络曝光有一个可怕之处，就是当你通

过网络曝光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时候，后续的

发展，往往会脱离曝光人的控制，变得一发不

可收拾。一旦这其中存在误会，或者不真实，

就会让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这方面

的例子，在现实中已经多次发生了。所以说，

不要因为网络曝光轻松便利就滥用，否则有

可能损人害己。 苑广阔

吹 王恒／漫画

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
生活中，每个人都难免遇到各种困难和挫

折。或许情感失意，或是职场失利，或是家庭矛

盾……等经历多了就会发现，若是消极以对，这

些痛苦便没有尽头，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了黑暗

的泥沼，久久无法自拔。

只有保持乐观，懂得释然，学会从容，才能

走出低谷，将所有的打击与痛苦，全都化作生命

的养分。人活着拼的就是心态，一个好的心态，

胜过万千良药。乐观面对生活，哪怕再大的苦

难，我们都可以泰然处之。 @新华社

学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是一个人强大的开始

学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是一个人变强大

的开始。生活中遇到问题，先要看看自己做好

了没有，问问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一

个人只有懂得自省，抛弃自以为是的想法，才能

面对真实的世界，从而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

人。一个懂得反省的人，拥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可以让优势为自己筑梯，让劣势为自己铺路。

当过往的经验融合进人生的阅历之中，就会成

就更好的自己。 @人民日报

因父亲突发严重脑梗症状送医抢救，

朱先生才发现，不久前医生称成功植入父

亲颅内血管的高价进口支架竟然“消失”

了。朱先生说，眼看事态败露，涉事的操

刀医师方才承认，此前的手术未能成功放

置支架。（6月11日澎湃新闻）

这起事件大致经过是，朱先生的父亲

住院后接受了脑血管支架植入术，医院的

病历称“手术成功”，家属支付住院医疗费

合计 12 万元，其中进口颅内支架 47000

元。但不久后患者突发严重脑梗，CT 检

查未发现此前植有支架，涉事医生这才承

认之前未能在患者颅内血管成功植入支

架。最近，该患者因脑梗去世。

假如涉事医生当初承认支架未能植

入患者颅内血管，患者还有其他治疗选

择，或许能避免因脑梗去世。

涉事医生之所以撒谎，既是因为好面

子——录音显示其称“当时这个支架没放

成，我觉得很打脸。”也是因为心存侥幸——

术后没有支架有的患者血管也很好，血流也

够用。但没有想到患者随后突发严重脑

梗，即医生忽略或者轻视了撒谎带来的风

险，这很可能断送自己的医生职业生涯。

朱先生已向当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追究医院和医生医疗过失责任。就涉事医

生而言，一旦法院认定其医疗过失造成医

疗事故，承担的责任包括刑事、行政处分或

者纪律处分以及吊销执业证书等处罚。

涉事医生是专家级医生，其好面子多

少能理解，但作为医疗专家不该撒谎。这

位医生的撒谎，耽误了患者重新治疗的机

会，最终酿成了悲剧。

其实，这不是医生一个人在撒谎，手

术室里的其他人也应该参与了“圆谎”，因

为做一台手术，一般情况下，既有主刀大

夫，还有助理医生、麻醉医生、护士等，其

他人应该知道支架未成功植入患者脑血

管，但为了涉事医生和所在医院的面子，

就不会主动披露手术失败情况，充当了撒

谎医生的帮凶，也难辞其咎。

类似这种“手术室的秘密”，现实中究

竟还有多少，值得追问。尽管上述案例有

待司法审理，但已经呈现的信息至少有两

大警示：诚实对待患者要明确写入医德医

风和相关法律；进一步完善手术全过程监

督管理工作。

冯海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