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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庹亚男

“电诈瞄准小学生”
值得警惕

开学季，大中小学校陆续迎来新学期。
而小学生电话手表竟成为电诈团伙的新目
标，不少诈骗分子专挑四年级以下、单独去学
校的孩子下手。

电话手表也能遭电诈？原因很简单，因
为手表里有电话卡。据报道显示，诈骗分子
借口打电话骗取孩子电话手表里的手机卡，
随后通过“GOIP”设备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所谓 GOIP，可谓是电信网络诈骗的“掘金
器”。它支持手机卡接入，可供上百张 SIM
卡同时运作，能够实现人机分离、远程操控、
异地拨号通话，是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常
用的设备，危害十分严重。

由此可见，对电信网络诈骗不能掉以轻
心，校园防电诈更不能“掉链子”。学生因为
涉世不深、安全防范意识相对薄弱，加之正
值开学季，单独出行的机会增多，容易成为
犯罪分子“围猎”的目标，尤其需要加强反电
诈教育，上好“开学第一课”。那么，这堂课
如何上？一方面，以案释法。用学生看得
懂、听得进的方式再现典型案例，增强他们
的辨别能力和防范意识，让反诈教育更有渗
透力。另一方面，情境教学。不妨开展电信
网络诈骗的模拟活动，检验反诈宣教的成
效，让学生对电诈更有“免疫力”。

开学第一课，不仅学生上，全社会都得
上。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侵害人民财产安全、
威胁社会和谐稳定的痈疽，必须群防群治。
凝结各方面智慧和力量，补齐反诈防护网上
的漏洞，构建全民反诈防骗新格局，最大限度
预防和减少案件发生。 （（原载原载《《广州日报广州日报》》））

□ 钟颐

保健食品行业既要监管也要发展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保健
食品新功能及产品技术评价实施细
则（试行）》，鼓励引导企业、高校、科
研机构等开展保健食品功能创新和
产品研发，引发行业关注。

所谓“保健食品”，是“声称具有
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
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它既不是药
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病；也不是普通
食品，具有明确的法律定位、严格的
品质要求。然而，现实中，由于法规
不健全、监管存漏洞，加上信息不对
称，混淆概念、虚假宣传、非法添加
等乱象屡禁不止，也造成了劣币驱
逐良币。

“尴尬”的另一面，折射的正是保
健食品旺盛的需求、依然可期的行业
前景。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觉醒，消
费需求升级，保健食品的目标族群不
再局限于银发一族，已从慢病管理、
补充营养素等传统功能，向助眠、体
重管理等功能快速延伸。中国营养
保健食品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保健

食品在 25—34 岁年龄段渗透率达
15%，24 岁及以下年龄段渗透率达
19%。

从行业发展看，随着产品走向精
细、赛道日趋拥挤，这既是机遇也是
挑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全
国人大代表提出，要鼓励创新，引导
保健食品新功能、新原料、新剂型的
发展，同时探索食品、保健食品功能
声称综合管理，建立分类分级管理体
系；从更大的维度看，保健食品作为
我国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增
强国民体质、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
济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也亟待以消费结构升级，引领
产业转型升级。

纵览《实施细则》，可见基本延续
了“一手抓监管，一手促发展”的思
路，不少创新之处值得肯定：比如，实
行上市前审评和上市后评价相结合，
新功能评价方法原则上必须包括人
体试食试验，体现的是全周期监管的
理念，有利于进一步压实安全底线；

又如，建立新功能建议和新功能保健
食品关联审评审批机制，以制度创新
鼓励行业创新，促进科研成果向产品
上市的快速转化。

此外，新功能保健食品的功能声
称，可依据评价结果动态调整，实行
分类评价、分级标注，也很有现实针
对性。换句话说，某款新功能保健食
品如果上市后评价良好，其功能声称
可以继续“升级”，考虑到夸大功效对
市场秩序的严重干扰，这也不失为有
益的探索：一个基于科学评价的正向
激励框架，显然有利于扶正祛邪，促
进行业良性循环。

正如有业内人士表示，面对不断
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多维创新已经成
为保健食品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
保健食品行业要实现长远发展，产品
创新只是其中一个关键环节。与健
康产业的其他领域“抱团”发展，摆脱
单打独斗模式，或将迎来一片更为广
阔的天地。

（（原载原载《《南方日报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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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休收费 不应让学生买单

近日，广东东莞一学校“学生趴
桌午睡每学期收费200元”一事引发
网友热议。据报道，学校向家长们开
出的午休费用如下：每个学生每学期
趴睡200元，教室午休垫躺平360元，
午休室床位680元，均自愿选择。该
校工作人员表示，收费经过当地有关
部门批准，并作为课后老师的看管费
用，每天 2 元，自愿缴纳。如果不参
加，也可以回家午休。

对于此事，有网友认为，趴桌睡
又没有成本，难道中午在自己的教室
里休息一下都不行？也有一些人支
持学校的做法：既然已经公示价格，
并非强制收费，学生可以根据需要，
自愿选择适合自己的休息方式。

事实上，收午休费导致的不满与
争论一直存在。早在2013年，广东珠
海就有小学生家长因不满学校收取

每天1元的“趴桌午休费”，在网上曝
光。经媒体报道后，当地官方回应称
并非乱收费，但还是叫停了这一项收
费。此外，洛阳某学校也曾因每月收
取学生8元午休费而引发争议，最后
学校退还了午休费，并将相关责任人
停职处理。当时学校给出的理由是

“误读了相关政策”。
对于学生午睡一事，更多人认

为，学校应该提供免费的休息场所，
并且统一标准，制止趴睡的方式。一
来趴睡这种午休方式，对于生长发育
中的孩子们来说并不适宜，不仅很不
舒服，而且影响健康；二来学生家长
的收入水平参差不齐，条件好的学生
会选择睡床，稍差一点的会选择打地
铺，更差的只能选择趴睡。这容易给
学生幼小的心灵打上“人分三六九
等”的烙印，从而产生攀比心理。而

这些，都是现代教育应该避免的。
另外，学校有没有承担学生午休的

责任和义务？这个认识应当随社会发
展而变化，在城市面积大幅扩展、社会
高度集约化的今天，让中小学生回家去
午休并不现实，还会带来安全等一系列
问题。有条件的学校为学生提供午休
合情合理，并不能认为这是额外的职
责。包括杭州等城市在内的一些学校，
为了不让学生午休时趴睡影响身体发
育，尝试免费设置午休椅、午休床，收到
很好的反响，也温暖了家长和学生。

当然，大部分学校完全有能力为
学生提供午睡的便利，笔者也并不完
全反对类似的校园服务。笔者认为，
如何给管理午休的老师发津贴，应该
由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来解决，这笔
钱不应让趴桌午睡的学生买单。

（（原载原载《《钱江晚报钱江晚报》）》）

□ 项向荣

湖北医保业务“视频办”，居民
办事“零跑腿”。近日，湖北省首个

“医保云”在黄冈市黄州区上线，居民
可以通过视频电话与云窗坐席员视
频交流，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医保大
小事。在黄冈市黄州区东岭社区，社
区志愿者刘凤丁来到居民谢方仁老
人的家里，老人行动不便且不会使用
智能手机。刘凤丁通过“医保云”帮
老人办理医保业务，拍照上传资料，
坐席员在“云端”审核资料，不到10分
钟，老人的申请资料就成功提交了。

这几年，各地针对居民办理医保
业务，推出了很多便民举措。比如早
几年推出的“一窗通办”“最多跑一次”
等举措，大幅压缩了居民办理医保的
跑腿次数。此后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得到普及，异地办理、电话办理、线
上办理等便民举措也相应出现。

此外，近年来信息技术在医保领
域得到大量运用，各项医保类软件被

开发出来，“医保云”等便民举措也逐
渐变多。如珠海市推出的定点机构

“云申请”、医保协议“云签约”、医师反
欺诈“云承诺”、医保政策“云宣教”、
医保购药“云处方”、线上查询“云药
价”的“六朵云”，就是典型的例子。

这些举措的便民程度很高，但缺
乏窗口办事的现场感，对于不太会使
用智能手机和不会上网的人，“医保
云”可谓高不可及。这次推出的“视频
办”，则是在上述便民举措的基础上，
新增通过视频在线办事业务，把线下
服务大厅“面对面”的办理场景通过网
络移到线上。如此一来，先进的信息
技术就与传统的窗口办理，不仅丝毫
不损信息技术带来的便捷，而且还可
消除“数字鸿沟”等堵点，让医保业务
办理更加快速高效，也更加亲民。

此外，工作人员在云端审核资
料，居民在家提供资料，即使出现资
料不全等现象，也不再需要居民再跑

一趟。通过视频全程指导帮办和在
线代办，还能解决部分医保业务需要
去实体窗口提交纸质资料或进行人
脸识别等痛点。总之，先进手段与传
统窗口办理的在线结合，可让便民程
度再次升级。

当然，这种服务模式或许还有需
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比如操作“视
频办”对于一些老年人同样存在难
度，当地推行这一便民举措，建立在
志愿者进入居民家庭协助办事的基
础之上，一支强大的志愿者队伍，是
这一便民举措得以持续的前提条
件。但相信只要大胆探索，模式的进
一步成熟也只是时间问题。

医疗是最大的民生，医保是最基
本的保障，围绕医保进行服务创新，
是社会所热切盼望的。期待类似便
民举措能够不断涌现，在医保福利持
续攀升的同时，办理医保业务的便捷
程度也不断提升。（（原载原载《《羊城晚报羊城晚报》》））

医保业务“视频办”让便民程度再升级
□ 罗志华

别掉入“精致穷”陷阱

这两天，“精致穷”再上热搜，引发网友对消
费观念的讨论。针对部分年轻人“收入有限、消
费超前”，有人认为，自己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
花；也有人批判，“精致穷”正在摧毁新一代。

究竟何为精致、何为穷，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答案。社会不断发展，选择越发多元，差不
多功能的商品设计形形色色、品牌五花八门、
质量有高有低。正所谓各花入各眼，愿意为
自己偏好或认可的东西埋单，也是大家生活
水平上升、消费能力提高的表现。当然，绝大
部分年轻人步入社会时间不长，财富积累相
对有限，但只要自食其力，又在能力范围内，
同样有权追求品质消费。

但消费自由不是鼓励透支，为爱好埋单
不是被牵着鼻子走。不知何时起，购物价码
成了彰显趣味审美的风向标，甚至还牵扯上
了社交阶层、职场尊严。很多人为了寻求虚
无缥缈的“档次”或“认同”，勒紧腰带也要买
买买。为了帆布袋子上的奢侈品logo，不惜
大排长队去“买书”；哪怕所在城市没那么寒
冷，也执着于置办顶级羽绒服……加之多如
牛毛的网贷平台、分期付款等“无痛支付”诱
惑，令许多人在不知不觉间被掏漏了钱包。

无节制的超前消费，能带来多久愉悦，又
真的与“精致”有关吗？朋友圈里的点赞，可
以抵消寅吃卯粮的负债痛感吗？《工作、消费
主义和新穷人》中提到，“本来是市场选择了
他们，并把他们培养成消费者，剥夺了他们不
受诱惑的自由，但每次来到市场，消费者都觉
得自己在掌控一切。”超前消费看似是享受当
下，可很多时候都是被人“狠狠拿捏”了。

过什么样的生活理当由自己定义，而非
陷入他人制造的牢笼。当内心足够强大，不
为取悦而装扮，不被裹挟而选择，自内而外散
发的气质远比物质堆出来的“精致”更美好。

（（原载原载《《北京日报北京日报》》））

□ 关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