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交车上耍流氓
众人合力抓住他

4月5日，山东淄博一男子
在公交车上动手猥亵一名女学
生，女学生被吓得大哭。司机听
到动静，迅速关闭车门。车内乘
客一齐高喊：“别让他跑了！”男
子见状，试图跳窗逃跑，被乘客
合力阻拦。车外一名路人见状，
也赶上前来，将其推回车内。

乘客报了警，民警赶到，将
男子带走。男子被依法拘留 10
天。 据@扬子晚报

回音：遇到这样的事情，千
万不要忍气吞声。你要相信，世
上还是好人多！

82岁老人考驾照
科目二“一把过”

4 月 6 日，江苏淮安 82 岁
老人陈道田在驾校学习一个月
后，一次性通过科目二的考试。

陈道田说，新政策取消了
申请驾照 70 周岁的年龄上限
后，他便萌生考驾照的想法。老
人认为，只要努力学，年轻人能
做到的自己也能做到，“不比他
们慢”。老人还说，接下来的科
目三考试，“看着也不费劲”。

据@南方都市报

回音：就问你服不服？

狍子乘冰排
组团“游江”

4月5日，处于开江期的乌
苏里江吸引了不少游客。人们
意外发现，一小群野生狍子竟
跑到江里的冰排上，顺流而下。

见到这罕见的一幕，游客
纷纷称奇。据现场的群众说，这
些狍子似乎很放松，就像是乘
坐冰排游江一样。据@新晚报

回音：傻狍子？这也不傻
啊，还会组团“游江”呢！

校外培训本是学校教育
的有益补充，但近年来，校外
培训却在一些地方变了味儿。
培训行为超纲、超标，培训项
目收费奇高，有的培训机构甚
至卷款跑路……这些问题的
存在，让家长们变得愈发焦

虑，让孩子们的日子也不好
过。

“正餐吃不饱，才需零食
来填补”。只有强化学校的育
人主阵地作用，才能以更多更
有营养的正餐让所有学生“吃
得饱”“吃得好”。 据新华网

整顿校外培训
须“标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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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神医”背后很有可能
有诈骗团伙存在。

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了一
起特大诈骗案就值得警惕。隔空
问诊的“老中医”让近3000人上

当破财，这起特大诈骗案二审判
决书显示，涉案金额 600 余万
元。“名医”名实不符，而且针对
一些尖锐的问题，比如定金不想
交、质疑定金、担心效果等，他们
也有相对应“话术”模板，危害性
极大。

其实，梳理媒体报道就会发
现，“网络神医”在现实生活中并
不稀缺。虽然在互联网时代，网
络营销是很多商家必不可少的
经营方式，但是打着行医的口号
骗人，的确是“谋财害命”之举。

比如，此类犯罪多为团伙作
案，公司组织机构细致，一般会
分为推广部、销售部、客服部、回
访部以及财务、人事部门等。如
此作案手段不容小觑。

对“网络神医”亟须依法治
理，绝不能纵容其兴风作浪。

一，需要加大监管执法力

度。互联网的出现，为医疗领域
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医疗服务
变革已经悄然进行。为了让行业
发展更规范，相关部门应积极履
职，对涉嫌违法违规经营的市场
主体和个人，要依法惩治，以杜
绝“网络神医”出现。

二，对于从业者来讲，须增
强守法意识。正如专家所言，有
些人明知道自己所在的公司从
事非法诊疗活动，明知道公司让
销售人员假冒医生专家，故意夸
大药品或食品的功效，仍然听从
安排行骗，这已经符合诈骗罪的
构成要件。所以，于个人而言，应
该增强法律意识，避免沦为违法
犯罪帮凶。

三，互联网平台当切实负起
责任。互联网为医疗服务的多元
化带来了很多新的可能，互联网
平台要对“互联网+医疗”进行

有效的监管，做到“恪尽职守”。
比如，加强对线上医生的审核管
理，谨防“假医生”“假专家”充斥
其中。

同时，互联网平台也有义务
做好相关知识的普及，引导公众
理智消费，谨防被“网络神医”套
路。

此外，还要对“网络神医”全
链条打击。

诚如前述，此类犯罪多为团
伙作案，公司组织机构细致。对
此，一方面需要相关职能部门联
合施力，在监管常态化上加大力
度，对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早发
现、早介入、早处置；另一方面，
也应加大对违法案件办理力度，
让不法分子受到应有的法律制
裁，从而让“网络神医”等不法营
销无立足之地。

相比电视广告，近年流行起
来的私域营销成为“假医生”和

“假专家”的“沃土”。记者梳理发
现，2019年以来，国内法院终审
宣判的在微信端冒充医学专家
卖假药、销售“医疗服务”且被定
性为诈骗罪的案件共 22 件，其
中涉及“假医生”328人，2.9万余
人受害，涉案金额高达1.9亿元。
（据4月6日《沧州晚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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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神医”亟须依法治理
本报特约评论员 杨玉龙

沧州街头，自动驾驶融入生活
【事件】

在沧州，自动驾驶正慢慢
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3 月
12日，10辆自动驾驶车辆获得
无驾驶人测试资质，35辆自动
驾驶车辆获得自动驾驶示范运
营资质。

（4月6日《沧州晚报》）

【留言板】

@李广勇：不用司机，汽车
自己走，这要放在以前，想都不
敢想！

@我：没考驾照的有福了！

@北环：真正体现了我“大

沧州”的科技实力！

@大智若愚：自动驾驶，是
未来的发展趋势。

@开心果：从研发成功到
正式上路，中间走过了很长一
段路。同理，从试运行到全面铺
开，也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老帮：激动地搓手手，我
想去试试！

@马到成功：对待新事物，
要有包容心。

@泰山石：“测试里程52万
公里，且没有发生责任交通事
故”，这才是重点！

“炒鞋”并非“遍地黄金”。
少数人一夜暴富的背后，是更
多人亏损。把“炒鞋”作为理财
手段，贷款、借钱“炒鞋”，并指
望以此一夜暴富，无异于天
方夜谭。散户、小贩，乃至很多
学生被裹挟其中，很容易成为

“韭菜”。 ——中国青年报

如果因为“炒鞋”导致球
鞋爱好者买不到想要的球鞋，
进而让国产品牌失去消费者
的信任，无异于竭泽而渔。借
机哄抬“国货”价格，是自断国
产品牌的升级之路。

少数互联网平台在“炒
鞋”问题上推波助澜。监管部
门应积极作为，加强监管和引
导，维护市场秩序，为“国货”
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新华社

“炒鞋”圈资金量越大的
人，越能接近上游的经销商
拿到产品，从而形成垄断，最
终形成“割韭菜”的“杀猪盘”。

除此之外，一旦“炒鞋”失
败，贷款逾期归还，会影响个
人征信记录。“炒鞋”小心炒出
风险。 ——央视新闻

“鞋穿不炒”，本该对洋鞋
和国产鞋一体适用，“洋鞋”不
该被炒，国产鞋同样不该被
炒。这次绑架着“国货”名义的
炒作，是球鞋的二次异化。某
些人一边喊着“支持国货”，一
边却在算计同胞，此举危害甚
大。

“炒鞋”现象的出现，看似
是对国货的追捧，实则是对国
产品牌的“捧杀”。

——《新京报》

炒鞋是“支持国货”？

近日，“炒鞋”风蔓延至
国货李宁、安踏等品牌，李宁

“韦德之道 4”全明星银白款
在得物 APP 上售价竟高达
48889元。该鞋参考发售价仅
1499元，涨幅达31倍。

4月 6日，得物APP在官
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说明，
对价格波动过大的球鞋进行
下架处理，并封禁部分卖家。

（4月6日《沧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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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家教，主教初高中数学，经验丰富。
平时晚上、周六日全天，寒暑假均可教学。

欢迎垂询。15733725215（微信同号）
家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