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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冷评 120要尽快实现“地址搜寻”智能化 ■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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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2022 年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

考试及普通高中学业水

平等级性考试将于 6 月 7

日至 10 日进行。考试中

往往会发生一些预想不

到的特殊情况，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提醒，

考试中考生如忘记携带身份证或准考证可先

参加考试，但在下场考试前要向监考教师交

验。（6月5日《北京日报》）

高考期间，常有考生忘记携带身份证或准

考证。于是每年高考都有这样的报道，考生心

急火燎又一筹莫展的时候，交警以最快的速

度，帮助取回了准考证或身份证，使该考生顺

利进入考场考试。但回过头来看，这其实也有

幸运的成分。如果正值交通高峰，车堵路塞，

即使交警的“铁骑”也无可奈何。实际上，总有

个别考生，因为没法取回或找到准考证、身份

证，最后进不了考场，因此痛苦懊悔。

然而,因为准考证遗忘或者遗失就进不

了考场，似乎过于残酷，实际上，因为复习迎

考，考生已经疲惫不堪，这时出现忘带准考证

这样的疏忽，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就进不了

考场，乃至被迫放弃考试，实在是太遗憾了。

何况，这很大程度上也不过是自缚手脚而已，

毕竟，准考证不过是证明身份而已，而现在早

已不乏变通的解决办法。

比如考生遗忘准考证，可以凭“刷脸”进

考场。这在其他场合早已是通行的办法。而

如北京市那样，“在下场考试前要向监考教师

交验”，更是一个简便易行的方法。凭准考证

身份证进场，说到底是为了防止作弊，但作弊

终究只是极个别，对于忘记携带身份证或准

考证的考生，作弊的可能性更小。

高考之于考生，要考出水平，最需要的是一颗

平常心。因此，为考生加油，就要把高考的服务工

作做得更细更实。诸如考生忘带准考证不能进考

场之类，应该有更人性化的解决办法。北京教育

考试院的“考生如忘记携带身份证或准考证可先

参加考试，但在下场考试前要向监考教师交验”，

既严格了考试纪律，又营造了一种宽松宽容的氛

围，这是对考生最大的尊重和爱护，值得推广。

“忘带准考证，可先参加考试”应该推广
■ 钱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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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 日，网络反映郑州 120 延误救治大

学生一事，郑州市高度重视，郑州市卫健委已

成立专项调查组，正对该情况进行调查，调查

结果将予以公布。（6月5日《新民周刊》）

我们先来看看事件的经过：5月30日，河

南大学大三女生彭美（化名）去世，去世前，

她因脑出血已昏迷14天。彭美的父亲说，女

儿 5 月 17 日上午在宿舍出现不舒服，曾拨打

120 求救，但长达近 8 分钟的通话后，接线员

并未派车。当日中午，舍友发现彭美情况不

对后再次拨打120才派车。

从“第一次拨打 120”到“第二次拨打

120”，再到此后的“120终于来了”，这中间的

过程是 2 个多小时。对于生命营救来说，一

分一秒都是十分珍贵的。

从网络上流传的“当事学生拨打 120 的

录音电话”来看，这其中的问题不少。在接

通 120 电话之后，患者不断说“我头疼”，而

接听电话的话务员一直在追问“需不需要救

援”，“河南大学在什么地方”“河南大学的

具体位置”“你是不是在宿舍”等等。

“需不需要救援”这样的话简直就是

多此一举，不需要救援拨打 120 说头

疼干嘛？既然患者已经说出了“河南

大学”为何还要反复询问“河南大学

在哪儿”？作为 120，应该知道河南

大学的具体位置，即便不知道，也应

该能够使用其他方法找到河南大学

的地址。

不能就说“救治失败”一定是120

救援不及时造成的，但是，该事件着

实暴露了一些“急救系统”确实存在

“救不了急”的尴尬。

需要反思的地方很多：其一，学校

是否能够设置“紧急救援的医生”？学

生出现身体状况，学校可以紧急处理等

待专业救援；其二，“救命神器”设备是

不是安装得还不够？例如学校等地是不是也

能普及；其三，120的救助地图能不能实现“智

能化”“电子化”，即便只是知道“单位名称”而

不知道“具体位置”也能“找得到”；其四，是不

是可以打造“求助电话定位系统”，即使患者

说不清楚具体位置，也能第一时间得到救助。

最好的工作状态：
能力标配，思维高配，人品顶配

一个人拥有赖以生存的一技之长很

重要，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它做到极致。开

阔眼界是一种成长，而成长的根本在于升

级自己的思维认知。真正限制一个人发展

的，不是金钱上的多寡，而是认知上的高

低。只有先做人，才能做大事。一个人若

是品行有问题，即使他潜力再大，也无人敢

赏识；他能力再强，也无人敢结交。

@新华社

让好心情
成为你奋力奔跑的“发动机”

当你遇到不顺和烦心事时，与其斤斤

计较，不如专注于自己的成长。很多时候

的不快乐，不是因为不够好，而是过于在意

他人眼光、迷失了自己。你对待生活的态

度，决定了你快乐的程度。笔记、锻炼、热

爱、整理、分析、赞美、专注、选择、早睡，9

个方法让你拥有好心情，愿你享受当下。

@人民日报

别让“网红食品”陷入低俗营销的狂欢
■ 木须虫

与死神“赛跑” 王恒/漫画

近期，南京市一家餐饮店销售的“洗

衣液奶茶”引起广泛争议。目前该产品已

被叫停。然而，记者在部分网络购物平台

上看到，诸如灯泡糖、草莓蛋糕精油皂、香

烟糖等类似的“网红”食品、用品还在大量

销售，给孩子带来的安全隐患仍令人担

忧。（6月5日《北京青年报》）

洗衣液奶茶、灯泡糖、香烟糖等“网红”

食品，一定形式上颠覆了食品包装或者食

品造型的固有印象，“不按常规”出牌，满足

了消费者的好奇心，容易产生比较好的销

售效果，这便是所谓的“猎奇创意”。

这样的创意乍一看，固然让人耳目一

新，但更多时候还是简单的山寨抄袭，刻

意追求外形混淆的结果，如洗衣液奶茶，

看起来像洗衣液，其实是牛奶，营造所谓

的“意外惊奇”，主要还是迎合了“整盅式”

消费的心理，属于低俗营销，违背了公序

良俗，更何况，这些食品因包装与造型被

人为“混淆视听”，不可避免地会对消费者

产生误导，这些误导不仅可能诱发“误食”

之类的安全风险，还会对消费者特别是未

成人的价值认知带来负面影响，如，香烟

糖可能会固化儿童“香烟无害”的好感。

网红食品“猎奇创意”的背后，折射出

网红经济背后的流量焦虑，为了追求流

量，吸引眼球，山寨投机，低俗创意，违背

了商业伦理，逾越了竞争秩序，从卖商品

到“卖噱头”的严重跑偏。

对于网红食品的“猎奇创意”不应止

于批判，下架叫停，更深层次还需要进一

步规范网络营销行为与竞争秩序，一方面

应给网售食品的创意推广、广告营销以及

包装等立规矩、划界线，坚决刹住山寨投

机式低俗创意的歪风；另一方面，倒逼平

台尽好管理责任，加强线上商家经营的日

常管理，对无度“猎奇创意”的低俗营销，

及时叫停，严肃处理，防止“流量收割”，净

化市场竞争秩序。

同时，平台内外还需要引导网红经济守

法、守德健康发展，远离急功近利的焦虑，让

网络的商品与服务，真正回归到品质与安全

本身，使得诸如网红食品之类的营销走心放

心，持久红火而非“一波流”的昙花一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