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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辟谣:
晒军装照H5非诈骗 不会获取隐私

这两天，大家都被一款互动H5产品《快看

呐！这是我的军装照》刷屏了。但是，网上一些

帖子却称，人民日报客户端的这个新产品是网

络诈骗新手段。人民日报客户端7月31日发表

辟谣声明：《快看呐！这是我的军装照》是为庆祝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推出的一款H5互

动产品，不会也无法获得用户的真实姓名、年

龄、手机号等个人隐私。 @人民日报

少吃点，可多活几年

都说“吃饭最好吃七分饱”，少

吃点不仅有助保持身材，还有意想

不到的健康好处。伦敦大学学院的

健康老化研究机构表示，减少日常

饮食摄入量的 40%可以增加 20 年的

寿命。因为高度的身体代谢率（身

体用于日常机能所消耗的能量）会

增加自由基的数量，引发慢性疾病

和人体的衰老。 @生命时报

女人一生为穿衣服纠结5个月

女人每天都会为“该穿什么”纠

结半天，英国一家服装公司调查了

女性每天在穿衣上花费的时间，发

现女性每个工作日早晨花费12分钟

挑选衣服，周末早晨耗时10分钟，外

出约会耗时27.5分钟。照此计算，一

周穿衣耗时超过 1 小时，18~65 岁决

定穿啥衣服累计耗时长达5个月。

@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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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加项”等于乘人之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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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书夹寄银行卡的吃相太难看
▋朱丹

时事 乱炖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开学在即，不少大学

新生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而随同录取通知书一同邮寄来

的还有银行卡。有的学生和家长觉得虽然方便缴学费，

但这种做法是否也有侵犯个人隐私、强制消费之嫌。（7月
31日央广网）

录取通知书中夹寄着银行卡，如此“贴心”的服务掩饰

不住高校逐利的心态，虽然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方便

学生缴费，但是毕竟侵犯着学生的权利，也是一种变相的

强制消费，这种方式的吃相实在太难看。

没错，接到录取通知书，接下来学生就该报到和缴费，

学校提供这样一张银行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学生缴费

带来方便，可以视为是一种“雪中送炭”之举，可是办理银

行卡却涉嫌侵犯学生的个人权利。首先，这种银行卡是

以学生名义办理的，办理银行卡是需要提供学生个人信

息的，也就是说，学校在没有经过学生本人同意之前，已

经私自将学生的个人信息提供给了银行，这就是对学生

个人隐私的侵犯，很容易导致学生信息泄露，陷入到电信

诈骗和校园贷等校园骗局中。

其次，即便需要办理银行卡，也应该由学生出面去办理，

这是基本的权利，也是法律规定。根据相关法规，银行办理

银行卡必须本人到场。可是学校却无视这些，而是越俎代

庖，这种行为不仅违反相关法规，也是对学生权利的践踏。

再者，即便使用银行卡缴费，学生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需要的银行办理，学校统一办理银行卡无疑剥夺了学

生的这种选择权，也是一种强制消费的行为，与其说是为学

生缴费提供方便，不如说是利益驱使下的一种权力蛮横。

早在 2011年，国家工信部印发通知，规定校园不能在

录取通知书中夹寄移动电话用户身份识别卡、业务宣传资

料等，但是在现实中，录取通知书中夹带商业资料的行为时

有发生，这就需要加强对这种行为的整治，加强对高校的

监督和约束，用法律净化和规范录取通知书发放行为。

热点 冷评

流传甚广的国学经典《三

字经》近日有了一个新版本，

即年已九旬的著名作家宗璞

和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中

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李存山合

作 编 注 的《三 字 经 节 简 注

本》。和以往各版本有所不同

的是，因不认同《三字经》中有

关“三纲”“君臣”的内容，宗

璞大胆对其进行了一些删改，

认为这是“对传统文化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之举。（7月31
日《北京青年报》）

历史是讲究传袭与沿革

的。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也需

要正视历史现实，尊重并理解

其文化渊源与思维局限，切

忌以当代理念强加于古人的

霸王硬上弓。《三字经》作为

流传甚广的国学经典，不仅

早已成为中国妇孺皆知的启

蒙读物，还传播至韩国和日

本，近代更被译作英、法、俄

等多种文字，甚至还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

德 教 育 丛 书 ”向 全 世 界 发

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字

经》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

的。身为原产地的国人，我

们有责任维护《三字经》的原

始性、规范性与严肃性，岂能

随心所欲地任由删改？

缘自封建礼教的“纲常”

伦理，的确不乏等级森严和刻

板愚昧的不合理不平等之处，

但具体到《三字经》，却并无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

纲”的单方强势之意，而是为

其定下了“君王与臣子的言行

要合乎义理，父母子女之间相

亲相爱，夫妻之间和顺相处”

的行为准则。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讲究

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儒门

“纲常”思想的本意也是要

强调双方互有责任，即君仁

臣 忠 、父 慈 子 孝 、夫 义 妇

顺。只是后来被统治者利

用和歪曲。“三纲”中的所谓

“糟粕”，其实就是毫无原则

和 不 辨 是 非 的“ 愚 忠 ”“ 愚

孝”和“夫权”。

精华与糟粕并存是包括

《弟子规》《三国》《水浒》等在

内国学经典的共性，让孩子们

适当接触些所谓“糟粕”，或有

助于其了解传统文化的来龙

去脉，提升其对于历史文化的

价值判断力。阅读国学经典，

关键在于批判性的解读与引

导，而并非硬性割去“糟粕”地

“玩洁癖”。

《三字经》删“纲常”不如批判性解读
▋张玉胜

7 月 29 日下午，长

春市民马明（化名）致

电新文化报，向记者讲

述了自己的经历，“我

朋友介绍我到位于长

春前进大街上的吉林

博爱医院做包皮手术，

医院一开始收取了我

610 元手术费，结果术中临时加项，我最

后一共交了一万多块钱的手术费。”（7
月31日《新文化报》）

见过医生向患者索取红包，也见过

医生嫌医疗费用少了故意刁难患者，但

是，患者躺在手术台上，看着才切开的刀

口鲜血流淌，医生却说有问题，要加项才

能完成手术，一个术前讲好 610 元的包

皮手术，术后要价居然高达 1 万多元，如

此疯狂的敛财手段，令人难以置信。

从“术中加项”事件中可以看出，
如果患者或家属不答应加项，手术会

半途而废，或草率收场，又一个“医疗

事故”将在所难免，最终受到伤害的，

仍是患者。

可见，在“术中加价”事件中，是当事

医生的医德出现了“病灶”，亟待手术摘

除。那么，该由谁来替这些无德医生动手

术呢？涉事医院吗？医院与无德医生是

同一个利益共同体。正因为如此，医院不

仅对医生“术中加项”的恶行轻描淡写，而

且极力庇护。

事实上，医生“术中加项”，属于典型

的乘人之危，是医德沦丧的极端表现。换

言之，医德“病灶”不除，“术中加项”之类

的恶行难止；继而，医疗事故不断，医患纠

纷不绝，并形成恶性循环。

建议，大力推进医疗体制改革，通过

制度约束和规范“过度医疗”行为，引导医

院及医生从“以药补医”向“以技养医”转

变，让医生更正义地执业，让患者更有尊

严地就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