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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AI开处方”，服务创新不可忽视医疗安全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互联网医疗平

台采用“先选购药品，再因药配方，甚至由人

工智能软件自动生成处方”这样本末倒置的

操作方式。不少平台为谋取利益，采用“AI

开处方，客户直接取药”的模式，处方开具、审

核环节形同虚设，要么直接跳过开具处方这

一流程，要么对用户上传的处方并不实际审

核，这类行为严重违反了我国药品管理制度，

也给患者用药安全埋下风险隐患。（8月5日

《法治日报》）

随着智能时代的来临，AI 已经深入各行

各业。医疗领域已经成为探索 AI 应用的重

要场所，未来 AI 辅助诊疗将会成为一种趋

势。然而我们需要警惕背后隐藏的法律风

险，这些风险不仅涉及患者个人隐私保护，还

关系到算法透明度和公平性等问题。因为

AI 还属于新技术，尤其是医疗的尝试，既需

要大胆尝试也需要谨小慎微、步步为营。

AI+医疗，有的医疗范围可以尝试，而有

的则不可操之过急。在医院尝试的“AI开处

方”等等，属于“隐患可控”，医生最终需要审看

处方，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药品，而且医院的网

络也属于“内部掌握”，信息泄露的隐患小些。

而目前隐患重重的则是线上的“AI 开

处方”。服务创新固然重要，但不可忽视的

是规范操作、确保安全，绝不能让“病急乱投

医”的现象在线上医疗领域上演。我们乐见

技术革新为医疗服务带来的便利，但任何创

新都应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确保患者权益不

受侵害。线上“AI 开处方”作为新兴服务模

式，必须严格遵循国家相关法规，建立健全

处方审核机制，确保每一张处方都经过专业

医师的严格把关。同时，平台应对 AI 辅助

诊断工具进行严格评估与监管，避免其越俎

代庖。

线上“AI 开处方”，首要是立规矩。相关

部门应加快出台针对性的管理规定，明确互联

网医疗平台在处方开具、审核、药品销售等环

节的责任与义务，严惩违规行为，形成有效的

监管闭环。线上“AI开处方”发展前景值得期

待，但必须在严守法规、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稳

步前行，创新不可忽视医疗安全。 郭元鹏

薪火相传 延续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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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0 日，我用同城

快递寄了一个文件，寄件

时快递员要求我通过人脸

识别验证身份，可下单之

前 我 明 明 做 过 实 名 认 证

了，为什么还要再验证一

遍？”近日，北京市民钟女士向记者反映，自己

在寄快递时遇到了被要求人脸识别的情况。

进行人脸识别后，钟女士顺利寄出了快递，但

她越想越不对劲，“寄个快递有必要录入人脸

信息吗？”（8月5日《工人日报》）

“刷脸”已然成为一个敏感词汇，“非必要

不刷脸”也已成了共识，可没想到寄快递竟然

也要“刷脸”，而且不只是北京，上海的不少市

民在寄快递时也碰到了被要求“刷脸”的事

儿。更奇怪的是，不同的下单方式、不同的网

点对于是否需要人脸识别，标准居然不统一，

简直就是乱象丛生。

按照今年4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新

版《快递服务》国家标准，快递服务主体采集

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应限于实现快递服

务目的的最小范围，包括姓名、联系方式、寄

件（收件）地址、寄递物品信息、身份证信息

等，不应过度收集用户个人信息。同时，应采

取措施避免在快递电子运单上显示完整的用

户个人信息。其中，并未对人脸识别作出更

为细致的规定，换句话说，“刷脸”并非必要。

按照相关规定与要求，快递公司核验寄件人

身份信息无可非议，但人脸信息属于法律所

保护的个人信息，处理应当遵循合法、正当、

必要的原则，不能过度处理。所以，“刷脸”绝

对不是作为身份核验的唯一方式，更不能以

此为借口而拒绝提供寄件服务。

近期，国家邮政局等有关部门正在组织

各快递企业对实名收寄管理制度、实名收寄

整体流程、企业信息系统等进行规范。难道

一“规范”就要“刷脸”？人脸识别技术作为身

份信息识别的辅助手段，并不作为强制推

荐。可快递企业为了省事、省力、省心，根本

不想费力去寻找替代办法，而是把麻烦一股

脑儿地推给消费者。拿着鸡毛当令箭，“刷

脸”没商量。

“管理严格”是件好事，是为了保障服务

质量与安全，可在懒政思维的作用下，却变成

了侵犯个人权利的挡箭牌。对此，相关部门

要加强对快递公司的监督与管理，维护好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王军荣

这“三天”过好了，快乐就简单了
快乐其实很简单，只用过好三天——昨天、今天

和明天。过去：放下才能轻松自在。执着于过去，就

如同背上一个包袱，只会让向上的步伐变得沉重，无

谓的消耗，最终让人筋疲力尽。唯有放下，放下执着、

放下包袱，方能一身轻松，感受自在的生活，尽情享受

前进道路上的风景。现在：自洽才能停止内耗。坦然

地面对生活中的事情，以平常心去处理遇到的难题，

即使无法做到最好，但竭尽所能达到的结果，一定能

让自己无悔无憾。未来：憧憬才能无惧挑战。心有希

望，满怀憧憬，坚信明天会更好，做事就会有动力，生

活就会有奔头。 @新华社

困住你的不是困难本身
而是臆想中的负面暗示

生活中，我们一些焦虑情绪的产生，其实并不是

因为眼前的困难有多难，而是内心制造了太多的负面

暗示，让自己深陷焦虑和烦躁之中。同样的一天，可

以选择烦恼地过，也可以选择开心地过。焦虑就像你

搭公交车时拿着行李，你把它扛在肩上，车不会因此

早一点来；你把它放在地上，车也不会因此晚一点

到。当你被负面暗示所影响时，不如冷静下来，找到

合适的解决方案，专注眼前的行动。一个人只有敢于

面对困难，才能将焦虑从内心驱逐出去。@人民日报

当樊振东战胜对手，夺得巴黎

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冠军，站在场边

的中国乒乓球队教练王皓振臂欢

呼，与樊振东相拥庆祝。

王皓曾连续 3 届闯入奥运会乒

乓球男单决赛，3 次获得亚军。退

役后，他成为教练，培养队员为国

争光。对王皓来说，当樊振东摘得

巴黎奥运会男单金牌，或许也弥补

了他未能在奥运会男单赛场折桂

的遗憾。

从王皓到樊振东，传递着对乒

乓球的热爱，更传承着项目发展的

使命。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巴黎奥

运会中国女排首场小组赛，中国女

排前主教练郎平与赛场上的女排姑

娘隔空致意，传承的意义在此刻更

加明晰。在李娜曾经夺得法网女单

冠军的罗兰·加洛斯网球公园，郑钦

文摘得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单金牌，

梦想的力量跨越时空。曾经，李娜

的成功激励着她，如今郑钦文也期

待自己的突破为更多练习网球的孩

子增添力量。

陈芋汐/全红婵夺得巴黎奥运

会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金牌，振奋

人心。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首次设

置该项目至今，中国跳水队从未让

金牌旁落，全红婵的主管教练陈若

琳曾在奥运会该项目上连续 3 次夺

得金牌。巴黎奥运周期，陈若琳帮

助全红婵反复打磨动作细节、调整

比赛状态，助力她更好地成长。

奥运赛场竞争激烈、瞬息万变，

首金争夺更是万众瞩目。中国射击

队严格训练，狠抓细节，从杜丽、易

思玲、杨倩，再到黄雨婷、盛李豪，

从容登上奥运赛场，以稳定心态应

对各种困难，以出色发挥成就优异

成绩。

为国争光的信念、顽强拼搏的

斗志、永不言弃的态度……体育精

神在一代代中国运动员中发扬光

大。在传承中凝聚力量，在团结中

砥砺前行，期待中国体育“传帮带”

的故事不断延续。

李硕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