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我国已有10多个
省份推出子女带薪护理生病
老人政策，但记者调查发
现，由于缺乏执行细则、硬
约束不够等，一些地方带薪
护理生病老人政策难以落
地。（据新华社）

法规政策的生命力在于
实施，相关部门要推动已出
台的政策落到实处，不断完
善法律法规的配套，并监督
用人单位的执行情况。

投稿方式：用微信扫描
二维码添加小编为好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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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旸

“ 环 游 世 界 ” 需 要 多 少
钱？10块就能搞定。在某电商
平台，你只要将微信账号、文
图发给卖家，对方即可按需求
帮你修改朋友圈定位地址，据
说这项服务在国庆假期十分热
销。

其实，修改朋友圈定位算
不上新鲜事。美女帅哥、香车
豪宅、名人明星……你在朋友
圈看到的不少“高大上”内
容，可能也来自好友花钱购买
的素材“大礼包”。且看一些
商家打出的广告，打造“土豪
朋友圈”只需 6 元钱，“私人
订制”更是囊括多种社交场
景，“装点”朋友圈俨然形成

了一条产业链。过度包装撑面
子，打肿脸充胖子，亦真亦假
中，也闹出不少低级笑话。有
人煞有介事晒泳装照，称正在
墨尔本海滩晒太阳，一看时间
南半球分明是大冬天；有人明
明“在马尔代夫”，却在沙县
小吃店遇到了“逛巴黎”的朋
友，好不尴尬……不禁让人感
慨，生活哪有朋友圈精彩。

如今，微信朋友圈已成为
不少人自我表达和展示的重要
平台。从字斟句酌的文案到层
层滤镜的美颜，从精心挑选的
定位再到恰到好处的点赞，我
们每一次的“苦心经营”，都
是为了在好友心中留下一个更
好的印象，呈现出一个更好的
自己，并逐步搭建起符合自我

期待的人设。可以说，基于真
实的人设管理与建设，是一种
正常人际交往的需要，本身无
可厚非，可过度包装却多少让
这个圈“有点假”。朋友之
间，谁还不知谁几斤几两？难
怪有网友吐槽：有人一边晒豪
宅高调“炫富”，一边却还在
转发求砍价的链接。生活不是
演戏，掩耳盗铃只会遭人嘲笑
和不屑，何苦呢？

在家“游”全球，偶尔
“骗骗”自己，虽无聊，但也
无害。如果常常扮戏精，其损
害也不可轻视。一方面，“高
大上人设”的背后，既有虚荣
和浮躁心理驱使，也不乏商家
逐利的推波助澜，这让本身如
戴假面相见的网络社交增添了

更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一
些人每天发着“高大上”的朋
友圈，并打着婚恋交友、微商
招牌实施“钓鱼”诈骗甚至传
销行为，极具诱导和迷惑性。
另一方面，电商平台上这些来
路不明的照片、视频也存在极
大的法律和安全风险，包括涉
嫌侵犯他人肖像权、隐私权以
及个人信息安全等。不起眼的

“小素材”，保不齐潜藏着“大
炸弹”，到时免不了要为虚荣
埋单。

生活不在别处，表演换不
来精彩。作为与好友沟通互动
的社交平台，只有让朋友圈呈
现出你在生活中最真实的样
子，激发好友的共鸣，才会收
获来自大家的真诚点赞。

@新京报：#戏曲新
玩法# 2019 中国戏曲文
化周8日在北京园博园落
下帷幕，共吸引近 19万
游客入园看戏。戏曲周
在摸索中适应新时代、
发掘新玩法、满足新需
求、打造新亮点、培育
新希望，逐渐成为中国
传统戏曲文化传播、交
流、对接、研讨的平台。

点评：中国戏曲文
化 源 远 流 长 、 底 蕴 深
厚，但要想持续传承并
发扬光大，就不能只盯
着中老年群体，必须成
为当下的时尚与流行。
从 剧 目 内 容 到 表 达 方
式、传播渠道，戏曲要
读懂年轻人，抓住年轻
人，在年轻人群体中落
地生根。

@中国青年报：#挪
车不算醉驾# 日前，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
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
省公安厅联合发布 《关
于办理“醉驾”案件若
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其
中关于醉驾的认定和处
理的刑事政策做了一些
改动。挪车可能不再被
认定为醉驾。

点评：挪车不算醉
驾，体现了宽严相济的
法律原则。但必须注意
到，该政策的前提是情
节 显 著 轻 微 、 危 害 不
大。也就是说，对那些
没有主观故意，也未造
成 任 何 不 良 后 果 的 行
为，可以人性化处理，
但并不意味着对“醉驾
挪车”的纵容，一旦造
成损失或故意犯罪，仍
然难逃法律制裁。

@广州日报：#开学
就招期末复习班# 近
日，广州一家培训机构
语文四年级家长群里有
家长吐槽：线下班推广
的在线课程已经收了期
中复习班的钱。群里还
有家长反映，有机构已
开始期末复习班招生。

点评：开学就招期
末复习班，并不是学业
就真的如此紧张，而是
培训机构为了招生在制
造焦虑，但大家都这么
做，就会把伪焦虑变成
真焦虑。希望有关部门
关注这一现象，遏制培
训机构贩卖焦虑的做法。

花钱“粉饰”朋友圈在骗谁

□李小将

市区黄河路水泵厂家属
院有一座公厕，9年来，虽然
没有管理员，但卫生保持得
非常整洁，这要归功于一位
老人——今年 83 岁的李满
良。（详见本报昨日 04 版
《老人义务打扫公厕9年》）

一个人做好事不难，难
的是一辈子坚持做好事；做
一次奉献不难，难的是一辈
子奉献。李满良老人，把清
扫厕所当成一项义务，不怕
脏、不怕累，不图名、不图
利 ， 这 是 常 人 所 无 法 企 及
的，而这一干就是9年。李满
良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一名优
秀党员的良好形象，他的事
迹让人感动、令人动容。

按理说李满良老人退休
后，本可以像其他老人一样
安享晚年，但他却没有这样
做。当家属院居民轮流打扫
厕所接续不下去时，他主动
担负起了任务。要知道清扫
厕所可不那么简单，而他却
能够欣然接受，这说明他心
里 装 着 的 是 家 属 院 的 邻 居
们，他把为大家服务当作了
一件乐事，他的这种无私奉
献精神着实让人敬仰。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
天。李满良老人用坚守奉献
诠释着人生的价值，把小事
干好，向社会传递着向善的
力量。当我们在为李满良老
人点赞的同时，也要向他学
习，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
起，存好心、办好事、做好
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
和带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之
风。

义务打扫公厕
传递向善力量

□杨玉龙

近日一张“扫码免费听
马未都讲故宫故事”的图片
在社交媒体传播。随后，马
未都发声辟谣。

不少人发现，现实中有
一些微信群宣称提供免费公
开课，但实际情况却是骗取
点击量，或是提供与课程毫
不相关的信息。如果用户想
获得这些所谓免费资源，有
的需经过“识别二维码、分
享到朋友圈或好友”的过

程，有的则要点击相应链接
后，关注第三个公众号才能
进入领取界面，有的除了

“免费公开课”的领取信息
外，公众号的文章多为网购
平台链接的推广。

这种假借名人名义的免
费公开课，大多是营销套
路，其最终目的是套人钱
财，乃至将受众当成挣钱的
对象。对此，监管部门应加
大打击力度。部分免费公开
课发布者虚假宣传，引人误
读，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的有关规定，应加强微信
朋友圈等新兴社交媒体的营
销监管，既要净化市场环
境，又应对欺诈侵权者追究
法律责任。

此外，互联网平台也应
加强管理，不能给此类不法
行为者提供便利。互联网平
台应拿出切实可行的监管及
惩治措施，对违法者施以惩
戒。同时，有必要加强相关
知识的普及，增强用户的防
范意识，尤其是应建立完备
的维权机制。

免费公开课不能成敛财套路

□史洪举

今年以来，刷脸支付逐
渐铺开，消费者付款时，只
是看一眼支付设备就能轻松
完成。这在让消费者和商家
感到新鲜、好奇的同时，却
存在利用率较低的问题，不
少消费者表示，担心存在个
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无论是作为支付方式，
还是个人信息存储介质，刷
脸支付的大规模应用，势必
以确保信息安全为前提。业
内人士指出，刷脸支付的基

本原理是将终端硬件采集到
的信息与云端存储的信息进
行比对，看信息是否一致，
然后解锁完成人脸支付，如
果云端生物数据库信息泄
露，人脸支付就可能面临比
较大的风险。

对此，一些支付机构设
置了相关安全措施，但未能
完全打消消费者的顾虑。相
关安全措施并不能百分之百
确保所采集的消费者生物信
息不泄露，泄露后不被不法
者非法使用。消费者担心其
人脸信息被泄露后，可能被

不法者抓取面部信息并获取
与人脸信息绑定的个人账户。

因而，支付机构在推广
刷脸支付方式的同时，应当
最大限度确保安全，如严防
相关信息泄露，严格审核终
端设备持有者，采取二次验
证方式，严禁终端设备持有
者关闭支付提示音等。监管
部门则须强化监管，出台生
物信息采集、使用规则和标
准，避免支付机构滥用权
力，进而提升刷脸支付的安
全程度，减少不必要的安全
隐患。

刷脸支付应以安全为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