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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采集
自然人生物识别信息

近日，广东省作出明确规
定，商家等市场信用信息采集
主体，禁止采集自然人的宗教
信仰、血型、疾病、病史、生物

识别信息。比如，最常见的人
脸识别和指纹信息，就不应该
作为个人信用信息被采集。

据新华网

据《沧州晚报》报道，近日，
一组与老年人有关的数据再次
让老年群体成为焦点。数据显
示，截至2020年3月，中国已有
的9.4亿网民中，60岁以上老年
网民占 10.3%，也就是说，中国
移动互联网上活跃着约9600万
银发族。调查发现，有 0.91%的
老年用户日在线超10小时。

“银发族”沉迷于“触网”，是
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现象。

沉迷于虚拟空间的人往往
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体现
人生价值，且因为缺乏陪伴而陷
入了巨大的孤独。老人，尤其是
空巢老人，需要上网排遣孤独和
寂寞，更需要亲人的陪伴和关
爱。

子女要更多地陪伴和关心
老人，不仅要教会他们上网，还
要引导他们有节制地上网，在现
实生活中找到乐趣。

老年人沉迷网络应引起重视
张 丽

曹县火出圈了，然后呢？
冯文雅

据《沧州晚报》报道，因为网
友造的各种段子，曹县最近在网
上火出了圈。

借助网络火起来的地方，曹
县不是独一份。“少年丁真”走
红，让理塘县火了一把；“拉面
哥”走红，杨树行村成了网红打
卡地……但是热度过去之后呢？

如何把握住机会，最大限度
利用“网红县城”的名头，把流量

转化成实打实的经济效益；如何
借助网友的围观，将曹县推广出
去，而不是任由“曹县666”在网
络狂欢中变了味儿……这些问
题都需要曹县仔细思量。

曹县能火出圈，互联网功不
可没，但根本上还要靠实力。“网
红县城”要想一直火下去，必须
延续自己的优势，传播好自己的
特色。

酒后找代驾
代驾也喝了

近日，山东菏泽交警在查
酒驾时，发现一辆轿车异常减
速，遂将其拦停。交警要求驾驶
员做酒精检测，驾驶员却拒绝
配合。经检测，驾驶员王某某属
于饮酒驾驶。

交警称，驾驶员王某某是
一名代驾，曾因饮酒驾驶被交
警部门处罚过，这是其第 2次
酒驾被查。警方依法对其作
出处罚。 据“时间视频”

回音：既后怕又尴尬！

被骗22万元后
她和骗子“网恋”

去年 9 月，江苏常熟的王
女士遭遇了网络诈骗，被骗 22
万元。王女士在沙家浜派出所
报警后，连民警都觉得破案的
可能性不大。没想到，王女士沉
住气和骗子谈了 8 个月“恋
爱”。今年 5月 15日，王女士成
功地将身在东南亚的骗子忽悠
回国，带到警察面前。

民警将骗子抓获后连连感
慨：“这是我从警以来见过的最
厉害的报警人！”据@常熟公安

回音：完美“反杀”！

受伤大熊猫
半年胖了24公斤

去年 12月 7日，14岁的野
生大熊猫“唐唐”与其他大熊猫
打架，被发现时奄奄一息，体重
仅有 59公斤，被转运到秦岭大
熊猫研究中心进行康复治疗。

5月 20日，“唐唐”被成功
放归原栖息地。放归前，“唐唐”
体重达到了 83 公斤。也就是
说，半年时间，“唐唐”胖了 24
公斤。 据@新快报

回音：伙食太好了！

驾校教练竟然酒后开车
【事件】

近日，一名驾校教练酒后
驾驶教练车，被盐山交警查
获。他不仅挨了罚，还为此丢
了工作。

（5月24日《沧州晚报》）

【留言板】

@羽木尧子：这样的教练
怎么能教学员？

@艳阳天：驾校教练酒后
驾驶，这可“照顾”不了。不仅不

能“照顾”，还应该重罚。

@天地之中：教练车属于
营运机动车，酒后驾驶营运车
辆，应该从重处罚。

@喷气式飞机：驾校教练

酒后驾驶教练车，错上加错。

@红豆杉：不仅受到了处
罚，还因此丢了工作，完全是咎
由自取。

@波叔：反面例子！

国民泪别科学家袁隆平。
他是当之无愧的“国民科学

家”。
他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湘雅

医院门口挤满了前来悼念的人。
有人在医院门口立起三束水稻，
纪念这位科学家的功业；有人举
着纸牌，写着“我们会好好吃饭
的，不浪费粮食”；人们一路追随
灵车，边跑边大声呼喊“袁爷爷，
一路走好”；路边的汽车绵延数
百米，集体鸣笛向这位科学家致
敬……尽管袁老遗愿丧事从简，
不安排群众悼念，但到长沙明阳
山殡仪馆献花的队伍排了好几
公里——悼念者甚至买光了长
沙的菊花。

一对9岁的兄妹，带着彩笔
画，站在明阳山殡仪馆前的队伍
里。画上画着哥哥敬礼的样子，
写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一位快递小哥，放下了乌鲁
木齐、天津等地网友购买的鲜
花，自己也朝着殡仪馆深深鞠了
一躬……在袁隆平家门口、办公
室楼下，在他家乡九江德安的隆
平广场，在全国各地农学院的雕
塑前……同样摆满了鲜花、拥满
了前来缅怀的人们。

他为什么会受到人们如此
的爱戴和尊敬？

因为他把功勋写在了大地
上，他用毕生的心血，创造“一稻
济天下，万户粮仓足”的功业。

他是“杂交水稻之父”。他曾
在稻田里拿着放大镜，弯着腰，
翻检14000多个稻穗，从中寻找
出了6株雄性不育株。他到90岁
高龄的时候，依然在研究“海水

稻高产”问题。直到今年3月份，
他仍在海南为水稻育种工作操
劳……

他和他培育的杂交水稻，帮
助数个国家的人民摆脱了对饥
饿的恐惧。他那些闪光的、勇攀
高峰的经历，早已被印在了教科
书里。他扎根大地的故事，人们
口口相传。他的人生追求、理想、
梦境，皆与水稻息息相关。他说：

“我最大的愿望是饭碗要牢牢地
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他曾在演讲中描述自己做过的
一个梦：“我梦见我的试验田，水
稻长得高粱那么高，穗子比扫帚
还长，子粒有花生米那么大。我
就坐在这样的稻穗下乘凉。我把
它叫做‘禾下乘凉梦’”。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共
和国勋章”获得者，他更是“让国
人吃饱饭的伟大科学家”。他事
业有成功勋卓著，但他的脚从未

离开过大地，他说，科学成果必
须写在大地上，长在土壤里。他
带研究生时，总会提一个要求：

“你下不下田？你不下田我就不
带。”他经常说，电脑里长不出水
稻，书本里也长不出水稻，要种
出好水稻必须得下田——下田，
是他对年轻人的第一位要求，也
是他自己一辈子的追求。

他站在一望无际、金黄色稻
田的画面，定格了他朴实而丰硕
的一生。

但是他从未止步，他说，人
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
子。他的书房里，挂着一首他自
题的小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自
然探秘永无休；成功易使人陶
醉，莫把百尺当尽头。”这也成为
他一生的写照，他一直在努力，
一直在研究，一直在攀登……

他离去了，但他把稻香永远
留在了人间，把怀念永远留在人

们心中。
看看人们的留言吧：
人寿有尽时，宇宙无穷已。

今日饱食者，长此忆袁公。
在人间播种子，在天上洒甘

霖。万里稻浪谷飘香，威名赫赫
世无双。

哀思绵绵无尽处，回首云低
稻花香……

此时此刻，笔者亦有千言万
语，亦无法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
敬意，且用一句话做这篇文章的
结尾吧：

我们和他有一面之缘，在课
本上，在饭桌上，在人间里。此
后，每一缕升起的炊烟，都是飘
自人间的怀念。每一处风吹稻
田，都是他灵魂的回响。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国之
功勋，千古流芳。

一稻济天下，功勋写大地
本报评论员 彭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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