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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央视首次向观众赠
送春晚门票# 春节渐近，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春晚筹备已进入倒计时。记者
获悉，为了增加观众参与感和互动
性，今年将首次向观众赠送 2020年春
节联欢晚会直播门票和多轮次彩排门
票。按照规则，观众需要下载“央视
频”客户端，登录绑定手机号后，点
击幸运大转盘进行抽奖，转到“幸运
池”就有机会获取春晚彩排门票和当
天直播门票。

点评：站在营销的角度来说，央
视以小搏大，没花多少钱，却办成了
一件大事。通过抽奖赠门票，央视既
推销了自己的客户端，又增加了观众
的参与感和互动性，这个创意可以说
是非常成功的。那些获得门票有机会
参与彩排和直播的观众，可以体验现
场的真实感，拉近了春晚与观众之间
的距离。遗憾的是，除夕直播门票只
有 10 张，而彩排门票的数量也非常有
限，这种幸运只有少数人可以获得。

@光明日报：#白洋淀出现5公里
长捕鸟网# 近日，一则河北白洋淀出
现5公里长的捕鸟网，鸟类有进无出的
消息引发社会关注。记者调查发现，
盗猎候鸟的行为，不仅发生在白洋
淀，在秦皇岛、唐山等地，不法分子
围网盗猎候鸟的现象同样猖獗。

点评：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捕
鸟网阵围猎候鸟触目惊心，其背后的
黑色产业链更可怕。从捕鸟网、诱捕
器公开在网络上销售，到上游捕鸟，
中游收购、贩卖、组织捕鸟，下游集
中批发，终端消费是流向餐桌或者笼
养。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之下，不法者
靠着黑色产业链牟取暴利。因此，保
护迁徙的候鸟，要破除捕鸟网阵，更
需要完善立法、强化执法，斩断这条
黑色产业链。

@南宁晚报：#救命钱被平台挪用#
广西患者老颜和廖女士通过爱心聚力
互联网公益平台筹“救命钱”。老颜筹
到5099元，只有2300元到账，如今老
颜去世，余款去向不明；廖女士筹得
11262元，直到出院仍没拿到钱。该网
络众筹平台负责人针对“剩余款项去
哪了”回答称，“公司挪了点款做其他
项目”。

点评：打着公益的旗号，将众筹
来的资金挪作他用，有些公益募捐的
真实底线，早已被公司业务高速扩张
的功利逻辑所击穿，不仅伤害求助者
的合法权益，也亵渎捐赠者的爱心。
尽管网络众筹不在 《慈善法》 的规制
范围内，但这种求助和赠与行为，依
旧在民事意义上法律保障范围内。案
例再次提醒，对网络众筹平台得有更
加清晰的监管定位，避免给某些众筹
平台留下太多空子可钻。

投稿方式：用微信扫描二维码添
加小编为好友即可。

□翟永冠

1月8日，备受瞩目的权健案尘埃
落定。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对被告
单位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及被告人束昱辉等12人组织、领导传
销活动一案依法公开宣判，认定权健
公司及束昱辉等12人均构成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罪，依法判处权健公司罚
金人民币1亿元，判处束昱辉有期徒刑
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万元。束
昱辉当庭表示认罪服法。（据新华社）

自权健事件曝光以来，有关部门
一系列雷霆行动确实令观者大呼称
快，此案宣判，也无异于给保健品市
场乱象鸣钟。

从“祖传秘方”到“中西结合”，
从“绿色天然”到“前沿科学”，部分
不良商家通过虚假宣传、消费欺诈，
诱导部分缺乏医学常识或病急乱投医

的人上当受骗；披着直销的皮，背地
里却干着“拉人头”“招下线”的传销
勾当；死缠烂打，专挑中老年人下
手，掏空养老的钱袋子……这些保健
品市场乱象如今仍未绝迹。

虚假保健产品的受害对象，多集中
于老人、病人、低收入者等社会群体。
在一些地方，甚至形成“亲戚朋友互相
骗”的态势。分析需求、看人下套、精准
诈骗……不法分子无孔不入，找准受害
者的弱点痛点，把利润当作经营的唯一
标尺，躺在非法所得上洋洋自得，却不
知是损人害己、自掘坟墓。

究其根本，是准入门槛、审批标准
等方面的力有不逮，也是部分地方监管
的“主动失明”。产品如何获得审批？
是否符合技术标准？生产过程是否规
范？销售方式是否违规？消费者使用
是否有效？投诉渠道是否畅通？或是
贴身，或是口服，与群众健康息息相关
的保健品容不得任一环节的丝毫马虎。

面对弊病，既要有大刀阔斧的果
断，也要有绣花的耐心。在打破既有
利益链条的同时，应当把群众的生理
心理健康放在重要位置，尤其是对遭
受欺骗还信以为真的群众，更应慢下
心来，以科学负责的态度进行引导。

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四个
最严”的重拳之下，如今保健品市场
治理成效初显，但还需釜底抽薪，彻
底净化。

权健也好，其他不良厂商也好，
打着保健的旗子，钻着人心的空子，
用虚假宣传和劣质产品堆砌自己的

“商业大厦”，倾覆倒塌只是时间问题。
监管不能缺位，相关部门也不能

抽一鞭走一步。把清理乱象作为一项
长期工作，铲除乱象滋生的根基，让
黑心厂商无地可立、无枝可依，是从
源头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
财产权益的必要选择。

权健案宣判 乱象仍需根治

□王学明

1月7日，源汇区空冢郭镇半坡朱
小学校长常桂的车里，装满了棉衣、
棉鞋。当天，她在微信朋友圈发消息
为家庭困难的学生征集棉衣、棉鞋，
收到了8名爱心人士捐赠的物品。（详
见本报昨日03版《朋友圈求助 爱如潮
水涌来》）

校长发朋友圈求助，引来社会爱
心如潮，让我们看到了微信传递信息
的方便快捷，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人与
人之间的信任和爱的力量。

现实生活中，我们身边总会遇到
许多困难群体，当我们对这些困难群
体的情况核实后，在微信圈里为他们
发一条爱心求助讯息，然后通过朋友

一传十、十传百，就能够引发社会爱
心人士和团体的关注，让爱心精准滴
灌困难群体。此外，还有一些寻人启
事、寻物启事，只要是真实的，我们
就可以动动手指帮忙转发扩散，毕竟
人多力量大！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当我们在
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自身也会收获
快乐。互相帮助是人类的内在凝聚力
量，是社会文明的集中展现，也是人
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们
不要小看这些生活中不起眼的小善，
能日日力行，点滴累积，就能够让我
们的人生更加充实，更能影响带动身
边的人行善积德。就让我们从现在做
起，做一个有爱心的人，让“崇善、
知善、行善、扬善”入脑入心，用实
际行动让我们的城市更加温暖。

众人相助 传递温暖

□李小将

从 2019 年冬至开始，漓江社区
“妈妈团”的志愿者们就开始了“寒冬
送暖”计划，她们用毛线手工制作了
围巾、帽子和棉鞋，送给社区的高龄
老人、孤寡老人和残障人士，目前已
经有上百人感受到了来自“妈妈团”
的关爱。（详见本报昨日01版《社区
“妈妈团” 一针一线织温暖》）

一顶帽子、一条围巾、一双棉
鞋……这些一份份量身定做的新年礼
物，虽然都是极其普通的物件，但它
们蕴含着社区“妈妈团”成员的辛苦
付出。当这些物件穿戴在高龄老人、
孤寡老人和残障人士身上，温暖的不
只是他们的身体，更是他们的心。我
们相信，这份温暖会永远留在他们心
中。

从一件件编织精美的帽子、围
巾、棉鞋上，我们看到的是社区“妈
妈团”成员一颗颗关爱弱势群体炽热
的心。一针一线间，无不凝聚和传递

着她们的浓浓爱心。
平凡之中见价值，从社区“妈妈

团”成员的身上，我们找不到惊天动
地的故事，只能看到一些平凡琐碎的
小事。但恰恰因为她们平凡，无私奉
献，“抱团”做力所能及的事，反而成
就了她们的不平凡，汇聚的是大爱。
她们用实际行动发挥余热，书写着她
们的美丽人生。

另外，社区“妈妈团”的成员围
坐在一起重拾针线活，一边干活，一
边聊天，让大家的生活多了乐趣，还
能够增进彼此的感情，乐享晚年幸福
生活，可谓一举两得。

2019年12月，江先生把3岁
的儿子送到浙江明州康复医院做康
复治疗。没想到，刚住院孩子就发
烧了，高烧20天不退，花了五万
多块钱也没治好。让江先生愤怒的
是，最后意外发现儿子的体温没问
题，有问题的是医院的体温计。
（据《新文化报》）

体温计不准看似属于极端个
案，却具有普遍的警示意义。过度
依赖器械和设备是当前普遍现象。
一旦医疗器械出现质量问题，医务
人员多以医疗器械为正规产品为自
己开脱。抛开产品质量不谈，医务
人员没有发挥最后防线的作用，也
是需要直面的问题。体温计没有测
准体温，却测出了缺失的责任心。
在一支体温计面前能栽大跟头，又
如何与更加先进的医疗器械和人工
智能产品打交道？责任心缺失这块
短板亟待补齐。

大学教育好像买一个火车月台
票，只是给你有机会进月台，但是上
哪班车，去哪个方向，到哪一站下
车，那完全就要靠你自己。

——李昌钰
你的忍耐力有多强，你的成就就

会有多高；你的承受力有多大，你的
成功就会有多大。

——邓亚萍
如果一个人把梦想都放弃的话，

他做别的事情也不会有所作为。
——朗朗

“抱团”行善 汇聚大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