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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宽带提速卡在物业管理上
“科普式辟谣”做法好

□丰 收

2018年 12月 30日，中国田径协
会通报了对近期受到广泛关注的几起
马拉松违规事件的处罚决定。对苏州
（太湖）马拉松“递送国旗”事件、南
宁国际马拉松“拉拽冲线冠军运动
员”事件、深圳南山半程马拉松比赛
“抄近道”事件中涉及的各赛事组委会
作出取消参加2018年度中国田径协会
马拉松赛事等级评定资格的处罚，并
要求上述组委会限期向中国田径协会
递交书面整改报告。（据新华网）

近两个月来，发生在苏州(太湖)马
拉松比赛中的“递送国旗”事件、深
圳南山半程马拉松比赛中的“抄近
道”事件和南宁国际马拉松比赛中的

“拉拽冲线冠军运动员”事件，都引发
舆论高度关注，不少人对这些赛事的
公平性、组织的专业性提出了质疑。

坦率地说，这些事件本不应该发
生，但没想到，“递送国旗”事件发生
后，赛事运营方不仅不反思不道歉，
反而声称“披着国旗去冲线是一个惯
例，是对中国选手的一种礼遇、一种
尊重”。而南宁方面回应拉拽选手时辩
称：没强行合影，别上纲上线制造矛
盾。

中国田协此前的表态以及现在作
出的处罚，为这几起事件的争议画上
了句号。不管志愿者“递送国旗”是
什么用意，也不管工作人员拉拽选手
基于什么目的，都影响了赛事的公平
性和中国马拉松赛事的国际形象，田
协对此作出处罚是应有之义。

中国田协决定对上述3项赛事组委
会做出取消参加 2018 年度中国田协马
拉松赛事等级评定资格的处罚，并对
涉事运营公司给予警告，这对赛事组
委会是比较严厉的处罚，不仅公开表
明赛事组织水平不合格，也会影响到

这些赛事的形象。同时，这些罚单也
对未来马拉松赛事打好了公平底色，
即清晰地告诉所有马拉松赛事的组织
者和运营者，必须把维护选手公平竞
争作为主要工作来抓，不能再出现破
坏赛事公平的行为，更不应为此找各
种似是而非的借口。

中国田协开出的罚单，不仅是对
马拉松违规事件的处罚，也是维护这
项赛事声誉的必要之举。既然中国田
协认为“递送国旗”等行为影响选手
公平竞争，那么还应该要求这三项赛
事的组织者向那些受到影响的运动员
正式道歉，因为违规行为多少会影响
运动员的发挥和成绩。

马拉松违规事件频频发生，说明
我国马拉松赛事的规则仍不完善。人
们乐见中国田协进一步修订、完善马
拉松赛事管理办法和组织标准，期待
新制度能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促
进中国马拉松“跑”得更好更远。

长得快的儿童也是儿童

刷脸入住、刷脸签到、刷脸购
物……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的发展，

“刷脸”日益成为社会生活新元
素。然而，任何新技术的应用，只
有守住安全底线，才能行之久远。
享受刷脸畅快之余，对安全风险不
能掉以轻心。当人脸成为认证的

“密钥”，使用者的个人隐私如何保
护，如何保障相关数据的安全，防
止被滥用、盗用，是丝毫大意不得
的新课题。

□史洪举

承诺50M的宽带时常“卡慢断”、
小区宽带业务一家独揽、收费高得离
谱……尽管近年来网络提速降费举措
陆续出台，国家有关部门三令五申，
但一段时间以来“宽带垄断”行为依
然时有发生，不少群众因此无法享受
到政策红利。(据新华社)

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部分小
区的宽带却依然变为收费高、网速低
的“窄带”，显然没有让公众享受到提
速降费的红利。而关键在于，本来应
该是便民利民的物业公司和开发商，
在监管缺失和利益驱动下，成了卡在

“最后一公里”的“肠梗阻”，以致于
一些小型运营商与物业合谋形成独家
垄断，坐地起价。

与宽带在小区遭遇进门难，难铺
设不同的是，基本未见水、电、气遭
遇进门难，入户难，主要在于国家已
将水、电、气等作为居民生活必需品
列入建筑强制标准。如果消费者购买

房屋后，发现水、电、气等设施不符
合强制标准、未入户到位，无法正常
使用，可以向开发商主张权利，并可
依法索赔。相反，虽然 2013 年实施的

《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
施工程设计规范》 规定，住宅区和住
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的设
计，必须满足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平
等接入、用户可自由选择电信业务经
营者的要求，但由于没有严厉的罚
则，以致于形同虚设。

由此，很多开发商和建筑商自然
不愿意耗费资金建设符合标准的宽带
等通信设施。待房屋交付后，再亡羊
补牢地铺设宽带设施自然会增加成
本，也给物业管理部门带来寻租空
间。在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不能再让宽
带提速卡在小区物业那里了。

□汪昌莲

酒能暖身，房间放洋葱防流感，车
内矿泉水经暴晒会致癌……近年来，这
些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谣言，隔
三岔五就会冒出来，给人们的日常生活
带来了困扰。对此，有关方面近日发布
2018年十大网络谣言，内容包括谣言
内容、谣言传播轨迹以及谣言的危害
等，特别是对相关科学常识作出详细解
读，相关做法具有较好的示范意义。
（据中新网）

谣言频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有关
部门在信息公开上慢了半拍，让谣言抢
了先机。辟谣当然必要，但仅是一种事
后补救措施，难以从根本上彻底平息负
面影响。今后，有关部门在及时辟谣、
将谣言发布者绳之以法的同时，还应及
时公开查处情况，并告诉公众不法分子
是怎样造谣的，造谣的目的是什么，让
大家看清造谣者的本来面目，避免再次
上当受骗。

从某种程度上说，科学普及是一件
细碎的事情，其难度并不见得比解释宇
宙起源来得容易，也需要做大量细致的
工作。不过，我们有幸赶上了科学进步
时代，大众对科学的信任超过以往任何
时候，国家对科学普及支持的力度也超
过以往任何时候。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
应不遗余力地加强科普教育，主流媒体
以及各行业协会乃至企业应共同致力于
传播科学知识，通过不断提高公众科学
素养，不断加强企业诚信建设，为社会
健康发展共同营造一个清朗空间。

□陈 灏

为人父母者，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长成“大高个儿”，但“大高个儿”也
常常遇到烦恼，比如因为个子超过

“限高”，很多儿童无法享受相应的购
票优惠。长得快的儿童也是儿童，基
于身高制定的儿童优惠标准能不能与
时俱进，让“个儿大”的孩子也能享
受针对儿童的优惠政策？

随着营养状况和生长环境的改
善，我国儿童的身高标准也“水涨船
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年6月
发布的 《7 岁～18 岁儿童青少年身高
发育等级评价 》 标准显示，我国 7 岁
儿 童 身 高 的 中 位 数 已 经 超 过 120 厘
米，12 岁儿童身高中位数超过 150 厘
米。按照现行 1.2 米以下免票、1.5 米

以下“半票”的规定，大量身高在平
均水平以上的儿童，无法享受购票优
惠政策。

不得不说，此前由于儿童票不实
名、儿童证件不齐全等原因，“量身
高”确实是最便捷、成本最低的方
式 。 但 “ 长 得 快 ” 不 是 孩 子 的 错 ，

“已经实行了好多年了”“管理就是
这个规定”也不应该成为相关部门
不作为、慢作为的理由。刻板强调
身高既背离优惠政策的初衷，也显
得 有 失 公 允 ， 是 催 生 “ 蹲 着 逃 票 ”
等不诚信行为的因素之一，理应作
出相应调整。

无论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还
是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界定儿童的唯
一标准就是年龄。他们与成年人最大
的区别，是履行社会责任能力的不

足，与高矮胖瘦无关。儿童票优惠政
策是国家和社会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关
怀，在个体生理状况存在差异的情况
下，年龄是最科学也最公平的标准。
若依某项生理指标制定优惠标准，不
但有失公允，而且有歧视之嫌。

更精细化、更人性化是社会管理
的必然方向。与儿童票类似的“学生
票”实行多年，已基本实现管理规
范；未成年人身份证的办理也十分快
捷方便。“量身高”辅以“查证件”，
已经具备成熟的操作条件。

面对社会广泛呼吁，有关部门和
承担公共职能的交通运输企业应兼顾
公平与便捷，让长期“蹲着”的儿童
票标准尽快“站起来”，推动更科学的
评价标准“拥抱”所有的儿童，让我
们的下一代放心大胆地长大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