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心理健康备受
关注。记者调查发现，心理健
康咨询领域存在各种“不靠
谱”：

假证，从业资质不靠谱；
蒙人，专业身份不靠谱；坑
钱，服务质量不靠谱；侵权，
权益维护不靠谱。

病人如果碰上那些“野
生”“散养”的咨询师，钱没少
交、效果不好，可能还会把病
情耽误了。

监管部门要加强治理力
度。“假大夫”要是管不住，是
要出悲剧的。

据新华社

“心病”不能让“假大夫”治 多地官微发声
组队“抢丁真”

近日，四川拍摄了一条旅
游宣传片，旅游大使丁真火遍
全网。因为丁真是藏族，所以很
多人误以为他是西藏人，纷纷
嚷嚷着要去西藏旅游。

西藏凭空捡了一个“大便
宜”，《西藏日报》官方微博立即
发声：“布达拉宫欢迎丁真！”

“亏大了”的四川则急忙发文正
名：丁真是四川人。

“抢丁真”大战在网上打了
半天，四川和西藏终于“和解”。
但“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全国主
流媒体的官微都加入“抢丁真”
战队，山东、陕西、云南、湖北、
青海、吉林、辽宁纷纷表示，“欢
迎丁真到俺们这里来过冬！”

据@新晚报

回音：沧州有暖气，欢迎丁
真到沧州过冬！

小男孩“怀孕”结束
痛哭“宝宝没了”

近日，四川一家幼儿园组
织萌娃扮孕妇，体验妈妈怀孕
的过程。活动结束后，一个小男
孩没能从“怀孕”状态中走出
来，痛哭失声：“我的宝宝！”老
师问：“宝宝怎么了？”小男孩崩
溃地喊道：“没了！” 据中新网

回音：入戏太深，无法自拔！

孙子被隔离
爷爷送作业

近日，上海一小学生被隔
离在家，爷爷特地为他送来作
业。小朋友不明真相，欢天喜地
跑去小区门口接爷爷，当看到
爷爷送来的作业后，笑容逐渐
从脸上消失。据@楚天都市报

回音：小男孩：“我爱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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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知名主播辛巴推广
销售的即食燕窝被质疑为糖
水，这让粉丝们很堵心。主播辛
巴提出6000多万元的先行赔付
方案，希望能够亡羊补牢。

精明的商家都知道，粉丝
们购买商品并非全都出于对商
品的需要，还有对主播的喜爱。
粉丝们信任一个并不了解的新
商品，很大原因是主播的推荐。

然而，一些浑水摸鱼的主播群
体为获得人气和收益，不惜虚
假宣传、夸大产品功效。

“直播盛况至，购物买买
买”。但无论线上消费还是线下
交易，公平的商业逻辑不会变，
诚信的“红线”不容跨越。市场
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行动，
出台监管举措，让粉丝们在畅
快购物的同时，能吃下定心丸。

诚信红线不容跨越
新 华

以“浑元形意太极拳掌门人”
自诩的马保国，近日知名度蹿
升。他在30秒内被击倒3次的视
频被扒出来，走红网络。他本人
也俨然成了网站“顶流”。

从霸榜一些平台“鬼畜区”，
到参加商业演出，再到接拍所谓
的励志电影，马保国已被包装出
了商业价值。有人说，这已然形
成“马保国现象”了。

马保国的一些言行，实际上
就是哗众取宠、招摇撞骗。“马保
国现象”，说到底，就是一场闹
剧。马保国口口声声弘扬传统武

术，做却都是伤害传统武术的
事。斥责年轻人不讲武德，他本
身却毫不敬畏传统武德。

人人都有习武的权利，也都
有表达观点和想法的权利，可是
如果背离武术精神，没完没了地
在公开场合信口开河，这就与江
湖骗子无异了。而平台放任“审
丑”流行，让招摇撞骗大行其道，
这本身也是对社会风气的伤
害。

真讲武德，马保国就应该从
闹剧中抽身而退。守住底线，别
让闹剧再闹下去。

“马保国闹剧”该收场了
秦 川

“嘴馋”惹祸
【事件】
自今年 9 月以来，黄骅 3

名嫌疑人纠集在一起，先后捕
杀 20多只野兔用于食用。黄骅
民警连夜追踪，将嫌疑人抓获，
当场捕获 3条猎犬以及死掉的
野兔。（11月20日《沧州晚报》）

【留言板】

@生生不息：要不是看了这
条新闻，我还真不知道打野兔
竟然属于违法行为！

@盼福：相信很多人也是第

一次听说打野兔犯法，这给我
们以警示。

@初四：嘴馋惹的祸！

@NOVE：法治宣传还不到
位啊！

@假期已用完：兔兔这么可
爱，怎么可以吃兔兔！

@Monday：我查了一下，野
兔真属于国家规定的野生保护
动物，是不能私自捕猎和出售
的。

早就该这样了。
在通知出台之前，未成年人

打赏主播、家长投诉平台要求退
款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就在通
知出台的前几天，晚报记者刚为
一位家长要回用于打赏的 13.5
万元（见11月21日《沧州晚报》3
版《12岁女孩玩游戏，刷走姥姥
16万元》）。

其实，移动互联网就不该做
未成年人的生意。

未成年人的判断力有限，主
播的行为又具有诱惑性。未成年
人用于打赏的钱均出自家长，斥

巨资打赏主播的行为，纯属“崽
卖爷田不心疼”。

在很多直播平台上，用于充
值、打赏的是游戏币、虚拟币，这
更让一些未成年人产生了“花的
不是钱”的错觉。

尤其是一些直播平台对未
成年人打赏行为“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甚至大打法律擦边球，
引诱未成年人打赏，平台审核机
制形同虚设。

为了帮助家长追回未成年
人打赏的资金，记者一次次出
手。但单靠记者出手，发现一起
追讨一起，对平台远不能形成威
慑力。这种“事后补救”的方式，
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未成
年人打赏的乱象，并不能根治未
成年人打赏的行为。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事后追讨，不如事前做好防范。

实行实名制，禁止未成年人
打赏，能从源头上遏制住未成年
人打赏行为的发生。

通知的出台，让备受争议的
网络直播打赏被戴上了“紧箍
咒”，这是好事。

不可否认，现在的孩子是伴
着手机长大的，限制未成年人使
用手机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各
大平台都曾出台过实名制认证
的措施，但未成年人瞒着家长买
游戏装备、打赏主播的行为仍屡
禁不止。

所以，此次通知特别要求：
各家平台应对用户每次、每日、
每月“最高打赏金额”进行限制；
平台应对打赏设置“延时到账
期”，如果主播出现违法行为，平
台应将打赏的资金返还用户。这
才是治标又治本的做法。

未成年人打赏的行为属于
冲动消费，对最高金额进行限
制，能减少冲动行为的发生。“在
几个工作日内可以申请退款”，
能让家长及时止损。

在此，还想啰嗦一句，未成
年人打赏主播的行为，与父母有

很大关系。
父母有教育和保护未成年

子女的义务。父母没有尽到监管
责任，没有担负起教育义务，放
任孩子解开支付密码，是造成未
成年人打赏行为发生的主要原
因。

平时，父母没能做到和孩子
及时沟通、有效沟通，不了解、不
关注、不掌握孩子的思想动态，
对孩子的各种行为模式放任不
管，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

未成年人属于限制行为能
力的人，父母作为监护人，应当
承担其民事责任。未成年子女给
家长造成财产损失，父母理应承
担。

通知发出之后，各平台已按
照要求实行了实名制管理。家长
如果再被孩子解锁认证账户、盗
取支付密码，再以喊冤的方式要
求社会帮忙追回用于打赏的资
金，可能行不通了。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本报评论员 向 霞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发布
通知，对网络主播和打赏用户实
行实名制管理。未实名制注册的
用户不能打赏，未成年用户不能
打赏。通过实名验证、人脸识别、
人工审核等措施，封禁未成年用
户的打赏功能。
（据11月24日《沧州晚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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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隆昌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招聘危险品驾驶员多名。
要求：A2本，并取得从业资格证，3年以上驾驶经验，熟悉路线

和GOS导航操作，无不良驾驶记录，无重大交通事故，月薪14000元，
有较强的安全意识和责任心者优先。电话：15831729916

长期
招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