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5日晚间，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零
距离》报道了盐城金蜂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回收
过期蜜一事。企业宣称“退给蜂农养蜜蜂”，
但是记者却发现这些蜂蜜送回了原料库。该企
业是北京同仁堂蜂业的委托加工方。16日，北
京同仁堂蜂业发表声明称其监管不力，已经暂
停盐城金蜂的代加工，物料封存，等待调查。
（12月16日《法制晚报》）

回收过期蜂蜜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北京同
仁堂方面发布致歉声明，表示涉事公司为其受
委托加工生产单位，出现问题是北京同仁堂蜂

业存在监管不力和严重失察的责任。然而，这
份声明并不让人感到宽慰，要知道，同仁堂是
著名的医药品牌。

我们常说“企业要有道德血液”，但企业
道德的血液，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同仁堂
“蜂蜜门”再次验证一条铁律：食品安全是生
产出来的，更是监管出来的。对此，有关部门
必须一查到底，严惩违规企业，堵塞监管漏
洞。只有严格监管才能倒逼广大企业规范生产
诚信经营，才会打造出更多“百年老店”。

(文/张涛 漫画/张建辉)

全国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新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实施一年来，全国新建、改扩建旅游厕所近
2 .4万座，其中中西部地区建成旅游厕所约1 .5万座。
这是记者从日前于广东惠州举行的全国旅游厕所
革命工作推进现场会上了解到的。文化和旅游部
在现场会上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厕所革命开展
以来，我国旅游厕所取得了量的突破和质的提升。

（12月18日新华网）
厕所是人类文明的尺度。旅游厕所便利程度，

标志着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基于此，近年我国以
旅游厕所为重点，持续推进“厕所革命”，已取得阶
段性成果。然而，必须正视的是，很多地方对旅游
厕所建设重视度不够，“如厕难”成为很多游客的

“痛点”。特别是，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
厕所建设和管理的滞后，成为横在旅游业发展车
轮前的一道坎。

基于此，旅游厕所建设，既要增量还须提质。
这就要求，各地应启动旅游厕所质量等级评定，把
实用、卫生、便利放在第一位，注重厕所的功能、管
理和服务标准。同时，应针对外观是否和景区协
调、厕所位置是否便利、男女坑位比例是否合理、
管理服务是否到位等方面，均作出具体规定。

■ 漫 画

2018年12月20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周学泽

电话:(0531)８５１９３３２６ Email:zxz@dzwww.com观点4

借鉴铁路12306的“慢速排队”机制，北京市
部分大医院的预约挂号也启动了针对“号贩子”
的“慢速排队”。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北京市卫健
委获悉，在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上，通过大
数据分析比对，对网络“号贩子”抢号挂号行为
将进行限制，这一模式已从11月1日起试点。（12
月18日《北京青年报》）

治理“号贩子”，维护就医公平是由来已久
的话题。特别是网上预约挂号，既方便了患者挂
号，同样也方便了黄牛抢号、囤号、炒号，甚至
比传统的排队炒号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与普通
患者相比，他们不但可以多机挂号，有量的优
势，而且还可能像铁路抢票一样用到“作弊软
件”，提高抢号的成功率。因此，“号贩子”对
就医公平的损害，并未随着挂号方式的改变而减
弱，反而因为隐蔽还有加剧的趋势。

从技术手段上防范“号贩子”，的确很有必
要，特别是减少一些漏洞，可以更好地保证机会
的公平。拟借鉴12306的“慢速排队”机制，其善
意即在于此，用大数据技术将种种挂号“抢跑”
软件关在“等候席”，让每个申请挂号的患者遵
循先来后到的顺序。当然也要理性地看到，“慢

速排队”对于抑制“号贩子”作用仍然十分有
限，不用“作弊软件”抢号，还可以用正常的方
式抢号，抢得勤一点、参与抢的人多一点，还是
原来的效果。

因此，技术手段的防范像篱笆一样扎得密一
点，作用才会从量变实现质变。“号贩子”用作
弊软件抢号并不是炒号的关键，从原理来说是号
贩子通过“抢”与“退”，精准掌握“二次放
号”的时机，一手退另一手替代理的患者抢回
来。如何掐住号贩子的“七寸”，让他们失去掌
控能力，大幅度提高难度，恐怕是改进流程、堵
塞漏洞的重点。比如，对退号的号源采取延时随
机放号的方式、在有意愿轮候的患者中随机分配
等等。

同时，提高退号退费的难度同样值得考虑，

真正需要就医的患者除了特殊情况外，挂号就会
就医，只有号贩子才会频繁挂号再退号。例如，
实行挂号押金制度和网上退号医院退费制度，既
提高了炒号的操作难度与成本，同时，也让“炒
号”的黄牛更容易被发现，形成更有力的现实制
约。

当然，维护就医公平停留在分配的机会公平
是远远不够的。“号贩子”之所以禁而难绝，归
根结底仍是优质医疗资源稀缺以及医疗布局失衡
所致。维护就医公平，根本来说一方面要“做大
蛋糕”，培养更多专家名医，提供更多的服务；
另一方面也要理顺资源均衡配置与需求匹配，解
决好过分集聚与扎堆的难题。无疑，这些都需要
系统联动，统筹兼顾，打好组合拳，才可能实现
对乱象的标本兼治。

号称“一天一斤”的网红减肥食品，却有可能
导致心脑血管疾病。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了
解到，一些网红减肥食品的减肥效果显著，却有可
能非法添加了西布曲明、麻黄碱、芬氟拉明等药物
成分。（12月18日新华社）

食品添加剂适量使用对人体无害。然而，如今
的食品添加剂掺杂了太多的人为因素，商家的道
德好坏，往往决定了食品添加剂的善恶。近年来，
问题食品不断，如“古董月饼”等，均是滥用食品添
加剂“炮制”出来的。特别是，一些所谓的网红减肥
食品，居然非法添加了西布曲明、麻黄碱、芬氟拉
明等药物成分，严重损害消费者身体健康。

食品添加剂无害有前提，那就是商家要诚信
经营，要在使用食品添加剂时，“添加”自己的道德
和良知。否则，合法的食品添加剂，就有可能成为
一些无德商家从事非法勾当的“兴奋剂”。至于一
些网红食品，在短时间内可能有明显效果、欺骗性
很强，代价是身体严重受损，消费者对此一定要提
高警惕。

食品添加剂，需守住善恶边界。首先，有关部
门不能放松监管，严格控制用量和用途。如加快食
品添加剂生产、使用的相关监管法规的修订和完
善，从制度层面将食品添加剂的风险降到最低。同
时，对于擅自扩大和过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
行为，应严厉查处。特别是，对于食品添加剂的生
产、销售、使用等环节要加以规范，决不能让其成
为合法的“毒品”，去危害消费者的健康。

12月10日，刘茜向记者表示，有人用自己
的照片在探探上从事不法事宜。记者调查发
现，一条从收集买卖照片到用于各种营销的灰
色产业链浮出水面。网上有人收购、出售各种
生活照、套图，一位店主称图片有的是买的，
有的则采集自微博。而想要“窥探”35位陌生
女士的海量生活照，只需要19元。(12月18日
《新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
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
的使用公民的肖像。肖像权是公民的一种人格
权。肖像权人既可以对自己的肖像权利进行自
由处分，又有权禁止他人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
下，擅自使用其专有肖像。依据网络安全法,
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
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
提供个人信息。一言以蔽之，未经得照片主人
允许和授权，随意出售他人的自拍、生活照等
照片牟取私利，都改变不了偷偷摸摸、非法使
用、“盗窃”的本质，侵犯了公民的肖像权。

据了解，这些照片多数被用做广告营销，
卖衣服、卖护肤品、微整形、还有相亲网
站……无所不包，营造出生意兴隆的假象来吸
引客户，对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极大干扰，有
的则被用在更恶劣的色情类服务上，极度丑化
和歪曲了肖像权人的声誉和利益。

网络时代，不少人喜欢在社交平台上分享
的私人照片，而在网上吐槽自己照片被盗用的
情况并不少见，照片买卖早已成为了一条成熟
的灰色产业链，平台的监管缺位滋生照片买卖
灰产并“让”出巨大利润空间，而相关法律不
完善、取证难、维权成本高、维权意识不强都
导致照片买卖灰产日渐兴盛。近些年，因个人
信息泄露所引发的侵权、欺诈等信息犯罪行为
频发，阻遏照片买卖灰产迫在眉睫。

首先，要强化监管，及时完善相关法规，
提高不法分子的违法成本，对公民个人信息给
予更周密的法律保护；其次，自拍照所发布的
网络平台要起到把关的作用，切实承担监管责
任，维护公民权益。当被侵权人举报、通知网
络服务提供者有人实施侵权行为，网络平台要
本着为用户负责的原则，认真核实，严格查
处，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
施，将侵权影响降到最小，并对那些屡次被举
报的用户纳入监管黑名单，断绝其盗卖“用户
私人照”的网络渠道。

同时，消费者也要提高防御意识及法律水
平，在发布私人照片时，要留个心眼，更不要
以为买卖私照赚钱无伤大雅，要坚决避免个人
信息与肖像被不法人员利用，发现问题要及时
反映敢于维权，不要让自己的“美照”成为不
法分子牟取利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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