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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妇科手术，医院的隐私保护哪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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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包裹快递单上

有“二维码广告”吗？现在

很多快递单上有一个二维

码，旁边印有“先别拆！抽

华为手机”“先别撕！你有

2瓶洗手液待领取”等等。

这些广告大多印在快递面

单收寄信息的下方，同时印有二维码，与包裹

信息“融为一体”，占整个快递面单大约五分

之一的位置。（1月19日《中国消费者报》）

这些二维码以“抽华为手机”“你有 2

瓶洗手液待领取”等吸引用户扫码，但扫

进去可能是其他 APP、理财产品的推送。

各大电商平台认为，快递面单广告来自快

递公司。而各大快递公司却反映，初始快

递单都是空白的，没有任何广告，快递面

单上的广告是在卖家打印环节产生的，所

以问题在电商平台或卖家，与快递公司无

关。但广告印制的位置是在快递公司提

供的快递面单上，如果没有快递公司允许

并且提供这样的广告位，这些广告又怎么

能出现在印有快递公司 logo 的快递面单

上呢？显然，快递公司难以撇清与自己的

干系。

而且，由于广告印在快递单上，融为一

体，消费者往往误认为是快递公司附加在

快件上的“福利”，因此有更多的诱惑性。

而由于广告“隐藏”在二维码里，也容易引

发消费者的好奇心，激起扫码冲动。

实际上，除了误导消费者，快递面单上

的广告还涉嫌违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

定，消费者享有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

利，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

明确表示拒绝的，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信

息。快递面单广告是一种点对点投递给消

费者的商业性信息，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

在快递面单上打广告，侵犯了消费者知情

权和个人信息保护权，侵扰了消费者生活

的安宁。

现在几乎每个快递单上，都有这样一

个二维码。由于“宣传与实际不一致”，有

关方面一直都在提示“千万别信”，但这显

然不够。除了快递公司有义务、有责任在

为消费者提供包裹运输服务过程中加强管

理，未经消费者同意不得推送广告，以切实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相关监管部门更

应负起监管责任。无论如何，快递面单上

的这个“广告阵地”，不是法外之地。

快递面单何以成了“广告阵地”
■ 钱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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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住心态有多重要？
有些疾病是“坏心态”招来的

生活并非一潭毫无涟漪的死水，

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节点遭遇一些

重大事件或变故。频遭挫折易伤肠

胃、持续压力会诱发慢性病、生闷气

增加患癌风险、婚姻和家庭事件伤心

伤脑……专家提醒，如果不能很好地

掌控情绪、修炼心态，疾病就会悄无声

息地在身体里埋下种子。@生命时报

时事乱炖

前路再难走，
换个角度就豁然开朗了

很多时候，一些看似无解的困

局，换个角度，转个方向，也许就别

开生面了。换位的力量，远比你想象

要大得多。换位，是一种能力，是一

种智慧，更是一种高情商。人生道路

上，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解决问题

的方法有很多种，而解决问题最高明

的方法，就是学会换位。@人民日报

“电商专供”特别“制作” 王恒/漫画

近日，山东省日照市一医生疑似在网上

直播妇科手术片段被抓，引发社会关注。山

东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1月18日晚发布

情况通报，2022年1月18日16时许，日照市

公安局东港分局接群众举报一医生疑似在

网上直播妇科手术片段，遂对涉事医院相关

人员进行调查，于18时许将涉事医生厉某

抓获。（1月19日澎湃新闻）

网上直播妇科手术，并不是一起单纯

的偷窥偷拍以及泄露患者隐私的违法事

件，而是参与医疗活动者集体的职业违法。

《民法典》第 1033 条规定，除法律另

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

部位。《执业医师法》第 22 条规定，医师在

执业活动中履行下列义务：尊重、关心、爱

护患者，依法保护患者隐私和个人信息。

根据这些规定，医疗机构及所有参与

医疗活动的人员都有保护患者隐私的义

务，没有患者的允许，是禁止拍摄患者涉隐

私的医疗过程，更遑论是患者身体的隐私

部位。而从相关报道的情况来看，直播妇

科手术过程中，除了拍摄直播的麻醉师之

外，至少还有一名女医生在场，却并未对拍

摄与直播行为予以制止，客观来说，就是事

实上放弃了对患者隐私保护的责任，无异

于对患者隐私权侵犯助纣为虐。

从个案来看，若止于拍摄直播手术麻

醉医师的调查惩处，并不是事件妥善处理

的正解。事实上，一两个无良医生窥探与

侵犯患者的隐私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

当患者身心相付，医疗机构如何才能不负

患者的隐私安全信任。显然，这并不会来

源于医疗从业者的守法意识与职业操守，

而是源于医疗机构对患者隐私的制度化、

体系化的保护。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参与

医疗的其他人员以及涉事医院的追责，更

有必要且更有意义。

同时，网上直播妇科手术事件，更应

该引起医疗行业对患者隐私保护的思考。

保护患者的隐私，不能只是每一个从业者

的个体责任，更应当是从制度与机制的层

面，去构建整体的保护合力，让每个患者的

隐私得到尊重。

近日，多地集中开展 2022 年春节期间

打假专项行动，对较为畅销的“电商特供”

等产品加强监督抽检。在投诉平台搜索

“电商特供”“电商专供”，便会发现质量问

题层出不穷：从直播间买入的皮鞋易开胶、

鞋底易开裂;在线上自营店订购的婴儿纸

尿裤透气性差，导致孩子起皮疹;官方网店

的衬衫材质薄、不耐穿……一些“电商特

供”产品失去原有优势，与质量低劣画上等

号，成了高品质商品的“缩水版”。(1月19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同样的东西，网上便宜许多”，这是

不少消费者在对线上、线下商品进行比较

后得出的结论。尤其是一些“电商定制

版”，不仅价格比线下同款的商品更低，标

明也比线下同款的商品配置更高。实际情

况却不见得如此，一些商品虽然线上便宜，

但却偷工减料，不管是家电、食品、服装等，

都存在类似情况。如一些“电商定制版”，

虽然线上商品与线下同款商品表面上来

看，没有任何不同，但这些线上商品的质量

可能比线下商品差很多，比如配置更低。

而一些消费者还难以看清背后的猫腻，反

倒认为自己捡了大便宜，从而让“电商定制

版”更受部分消费者的青睐。

对于“电商专供”的欺诈行为，根据电

子商务法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及

时断开相关链接、责令其改进，并不得删除

消费者对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

务进行的评价。这就需要电商平台能够担

起相应责任，能够严格把关。对此，监管部

门也要加强监管，要督促电商平台履职，对

于违法违规销售商品的商家及纵容这些商

家的电商平台，要予以相应处罚，增加他们

的违法成本。

要撕掉“电商专供”这张无良商家进

行消费欺诈的遮羞布。“电商专供”不能成

为不合格产品的代名词，要变“电商专供”

为“消费者专供”。春节临近，也迎来了网

上年货节，更需要加强对电商专供等畅销

品的监督抽检。通过加强电商行业规范，

才能保护好消费者权益，也是为了电商行

业的长远发展、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