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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慎毅

有家长发现，自家孩子在APP上
的一些板块中灌水、发帖、聊天，完全
找不到一丝学习的迹象，记者根据家长
提供的信息调查发现，这款APP可供
选择的圈子数量超过100个，有供学习
的高中、初中、小学等各种学习讨论
圈，也有供阅读的“阅读角”等，也有
“小学自拍交友”“暗恋心事房”“失恋
治愈系”等圈子。这些圈子并没有明确
的中小学生以及大学生的区分。（《法
制晚报》）

在此之前，就有媒体报道，“作业
帮”的同学圈共分为 70 多个板块，除
了中高考、小升初等讨论区，更多的

是明星粉丝圈、晒图晒照、游戏讨论
等板块。有的 APP 中夹杂的“小黄
文”还被贴上了“优秀作文”的标
签。学习交流平台变为“互撩宝地”，
APP 同学圈渐失原味。对此，有的平
台辩解，各种圈子是用户自建，难以
监管。监管部门似乎也没了办法，于
是越来越多的学习 APP 在圈子上玩套
路，打擦边球。

有专家指出，关于在线教育如何规
范，教育主管部门无法监管的尴尬处境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要有相应的立
法。这确实是大实话，是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实话，任何事情都需要法律规范，
但立法要有一个过程，而且立法必须是
在各项管理经验得失的基础上才可展
开。那么在相关法律出台之前，更要发

挥有关部门的行政管理能动性，不能坐
等立法。

2000 年，教育部出台 《关于加强
对教育网站和网校进行管理的公告》，
明确：“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举
办冠以中小学校名义及面向中小学生的
网校和教育网站，必须经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同意，并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核
准。”不能说中小学生的在线教育平台
背后的公司基本都为“科技发展公司”
就无须登记审批。只要是涉及教育，教
育部门就要管起来。而且不光管起来，
还要从在线学习 APP 的开发推广阶段
就应当设置门槛和机制。如果平台管不
好交流圈，那就必须关闭。只有这样才
能倒逼平台通过科技创新来赢得市场份
额，而不是误人子弟。

□杨玉龙

目前，我国存量闲置手机保守估计
有上亿部，而正规回收率不到2％。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6年我国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5.6
亿部，同比增长8%。从事手机回收业
务的回收宝合伙人熊洲估计，我国每年
产生的闲置手机至少4亿部，存量闲置
手机约10亿部。（详见本报今日14版）

智能手机更新换代快，处置不当
同样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污染
环境，一旦手机进入报废回收环节，
金、水银、铅、镉等重金属的处理难
以控制，一块电池所含镉可污染6万升
水；还比如，泄露隐私的风险，智能
手机承载了众多功能，也记录了个人
大量信息，一旦泄露必然会给用户带
来侵害；再如，废旧手机留在家里，
也会占用有限的空间。

同时，记者调查发现，废旧手机

回收灰色交易行为大量存在。比如，
有的高价回收手机的个人和店铺不需
要任何登记，且不会对手机进行数据
清理；一些回收的旧手机会重新流入
市场；有的进行手机拆解，尤其是一
些小作坊，缺乏相应资质，极容易成
为新的污染源等等。这些灰色交易的
存在，让废旧手机的处置同样不安全。

废旧唯有走好“安全路”才是正
途。一则，应鼓励手机生产企业进行
回收，据了解，在发达国家，手机谁
生产谁回收处理是惯例，而在我国，
企业对消费者手机进行回收的行为还
未形成。如何让厂家增强回收手机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一方面需要政策上
给予扶持和鼓励；另一方面也需要企
业切实履行好社会责任。二则，通过
良好的市场环境，增强公众对手机进
行妥善处置的信心，比如，加大对灰
色回收产业链的打击力度，尤其是严
厉打击非法翻新和出售、非法从手机
中窃取用户隐私和非法随意拆解等行

为，从而使用户放心将废旧手机“交
出去”。同时，个人对手机重要信息进
行备份或者清除也很有必要，以规避
隐私泄露带来的风险。三则，国家政
策的扶持也很重要。据报道，2016 年
新版的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目
录》 将手机纳入其中，这意味着手机
回收将被纳入国家政策和基金扶持的
管理范围，这就有助于为废旧手机造
就良性、健康的回收循环体系。同
样，处理废旧手机中，必要的回收行
业相关机制也亟待建立，如此，废旧
手机处理市场才能有序进行。

总之，处理废旧手机也存在着巨
大的需求。让废旧手机走好环保路、
安全路才是核心之举。同时，对于消
费者而言，手机消费也须理性，要知
道智能手机更新换代快，要追上时髦
不容易。因此，购买手机也应坚持

“实用”为先，而不应为了面子追潮流
而频繁购买，或许就能少些废旧手机
之烦。

中国铁路总公司

秸秆禁烧成效明显

“影子药师”危害公共健康

□斯涵涵

国家规定,新开药店必须配备执业药
师，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很多药店
只见证件不见人的“影子药师”现象依
然存在，且形成了一条药师租证、药店
用证、专业网站牵线搭桥的“黑色产业

链”。有些药师把证书放到药店，每月
就能领取一两千元租金；有的人专门为
了“租证”而考证。（新华社）

药师是药物专家，同时是解答大
众有关药物问题的最佳人选。然而，
药师证出租乱象已现，一些药店租用
执业药师证开业，药师“挂证”不在
岗，已是公开的行业秘密。其中原因
很简单，一是执业药师供不应求，二
是药店出于成本考虑，不愿聘请全职
执业药师，毕竟租一个证书的价格远
远低于一个全职执业药师月薪，如此
一来，药师、药店各自实现了利益最
大化。

药师租证，人不在岗，对公众用
药安全的危害是毋庸置疑的。药店有
了只见证件不见人的“影子药师”，老
百姓便得不到真正的药品知识和专业
服务。一些销售员“滥竽充数”，胡乱
兜售高价药品，更是损害了患者的利
益。一些销售员动辄推荐阿莫西林、
头孢等药品, 导致细菌耐药，加剧了抗

生素的滥用，严重危害公共健康。
我国 《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

定》 及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都
明确规定，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配备执业药师，负责处方审核，指
导合理用药；处方审核岗位的职责不
得由其他岗位人员代为履行。两个制
度特别强调：凡以骗取、转让、借
用、伪造 《执业药师资格证书》、《执
业药师注册证》 和 《执业药师继续教
育登记证书》 等不正当手段进行注册
的人员，一经发现，由执业药师注册
机构收缴注册证并注销注册。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药师“挂证”泛滥，监管不能空
挂。相关部门要强化巡查力度，严格
落实法律法规。据查，我国现有连锁
药店和单体药店总计 45 万家左右，而
注册于药房的执业药师仅有 35 万余
人。这说明，监管部门一方面要加快
药师人才培养，另一方面，还应利用
大数据，建立“影子药师”黑名单，
坚决刹住这股不正之风。

给废旧手机找个好归宿

多些理解与宽容失真的教育APP误人子弟

近年来每到秋收季节，农作物秸秆
的焚烧便成为社会焦点。农业大省河
南，更是曾出现过“村村冒烟”的状
况。而环保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的监测
数据显示，在我国秸秆禁烧总体形势仍
然严峻的情况下，从今年 9月 20日到
11月 20日，河南全省的秸秆焚烧火点
数为零。

“目前河南秋收秋种已接近尾声，
我们有信心，河南的秸秆禁烧，将在今
年秋冬季首次实现零火点。”河南省农
业厅秸秆禁烧工作具体负责人宁晓峰，
2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从秸秆焚烧“大户”，到全省火点
“清零”，变化由何而来？宁晓峰总结了
5句话：党政重视是关键，干部担当是
保证，群众参与是基础，科学管控是动
力，综合利用是根本。

据了解，今年来河南完善了“政府
负责、部门联动、网格管理”工作机制
和省、市、县、乡、村五级责任体系，
做到了思想统一、目标明确、奖惩到
位，实现了秸秆禁烧履职尽责全覆盖、
全过程、无死角。

此外，从今年春季开始，河南便引
入科技化手段帮忙。截至目前，全省共
安装“蓝天卫士”摄像头19262个，建
成省市县级三级监控平台131个、乡级
平台95%以上；各地共组建起应急分队
35343 个，基本实现了省域农区全覆
盖。人防技防相结合，确保出现火情后
及时传递信息、有效处置。

秸秆禁烧，必须堵疏结合。据了
解，河南突出秸秆机械还田和饲料化利
用方式，秸秆综合利用水平稳步提高，
今年全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水平达到 80%，玉米秸秆还田率达到
85%，预计全年秸秆综合利用率将达到
87%以上。

宁晓峰说，作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的重要内容，河南秸秆禁烧仍未到放松
之时。下一步还需认真总结经验、查找
不足，着力建立长效机制，在高效管控
和综合利用上下工夫。 据新华社

记者 22 日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
悉，从 11月 23日起，中国铁路客户服
务中心12306网站微信支付功能上线试
运行。这是在引入互联网订餐、取消异
地售票手续费、推出高铁“接续换
乘”、“自主选座”功能后，铁路部门实
施的又一便民服务新举措。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
绍，持有微信支付账户的旅客，在
12306 网站及手机客户端购买火车票
时，可以在支付页面选择“微信支付”
进行支付，全国各主要城市的车站售票
窗口和自助售票机，也将逐步支持微信
扫码支付。

该负责人表示，推出购买火车票微
信支付功能是铁路总公司进一步加强与
互联网企业合作，促进高铁网与互联网

“双网融合”，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的积极探索。铁路部门将在“微信支
付”试运行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完善服
务功能和技术保障，努力满足广大旅客
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需求，持续改善旅
客出行体验。 据新华社

网购火车票
今起可微信支付

河 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