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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时评 王井怀

快过年了，春节团圆的归意日益浓厚，
但受疫情影响，就地过年可能成为这个春
节假期许多人将要面对的现实。不能与亲
人团聚过年，思念不尽相同，也难免会有一
些失落，但选择留下的理由和目标是一致
的——我们愿意拉长思念，为了把疫情防
控得更好。有三首歌曲或许能表达这样的
心境。

第一首《爱我别走》。这一年，大家都
过得不容易，可以理解。不过，鉴于目前的
疫情防控形势，多地呼吁就地过年。张伯
礼院士不久前也说，疫情防控仍需保持高

度警惕，春节期间尽量不要回家，以免造成
人员大规模流动。在这个特殊的春节，对
妻儿老小最大的关爱是做好个人防护，防
止返乡途中感染并连累家人。平安才是最
好的团圆。与挤进归乡大潮相比，就地过
年无疑更安全。

第二首《暖暖》。无论工厂还是写字
楼，不管打工人还是生意人，很多人响应疫
情防控要求，安心就地过年。这是每位留
下的外地人对疫情防控的贡献。那么，所
在城市应该回馈以温暖。目前一些城市菜
价在上涨，鸡蛋价格翻了一番，相关部门要

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关心外地人的“粮食和
蔬菜”。同时，更要关心外地人的“年味”。
他们能不能吃上一口家乡菜？能不能感受
到都市的年俗？能不能享受到便捷的公共
服务？这些都需要当地政府想深一层、多
做一步。

我们看到，不少城市做出了榜样，为
外地人送上春节大礼包。礼包中既有真
金白银的补贴，又有手机流量、健康服务、
免费的图书馆体育馆，让外地人感受到一
座城市的温暖，像歌里唱的那样“爱一个
人希望他过更好”。期待更多城市来“抄

作业”。
第三首《难忘今宵》。过去的一年，全

国人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风雨同舟，共同
取得了傲人的成就，同时更感受到国与家
的紧密联系。展望新年，我们的心愿更与
国家的发展紧紧绑在一起。奋斗在天南海
北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在农历新年钟声
敲响时同唱一句：“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
愿祖国好！”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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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养号控评”绑架公众价值观
因在网络上捏造、炒作孩子被老师体

罚吐血的虚假消息，广州一家长及其雇佣
的网络推手近日被法院判刑。

仅花费 760 元，一条虚假信息便得以
登上热搜，获得 5.4 亿次阅读量，网络“养
号控评”的“威力”可见一斑。

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都有自
由表达的权利，但若被“养号控评”操控绑
架，掩盖了事件真相，干扰了公众的正确
判断，势必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衍
生出网络舆情群体性事件。

当前，互联网已成为各种利益诉求汇
聚的平台、各种思潮交流交融交锋的重要
渠道。刷高网文阅读量、点赞数，发布虚
假评论等，这些“养号控评”的行为看似小
打小闹，实则“小生意坏大事”，暗藏诸多
社会风险。比如，广州家长伪造“血衣”、
捏造孩子被老师体罚吐血一事，登上某平
台热搜后引爆舆论，导致涉事学校和老师
遭受网络暴力。再如，多年前，深圳发生

的“8 毛钱治好 10 万元病”，舆论几乎一边
倒地批评深圳儿童医院“大处方”“过度医
疗”，甚至谩骂“医生都是白衣狼”，但最后
事实证明深圳儿童医院的诊断和治疗方
案都是正确的。如果舆论被“养号控评”
所误导，就会对事实真相失去正确判断，
对社会道德风尚产生质疑。

流量为王，早已成为互联网空间的生
存法则。从外出吃饭、购物、住酒店、看电
影到买房置业、线上教育，都要
参考网评流量。然而，“养号控
评”的网络灰黑产如同打开了
一个缺口，让虚假流量得以泛
滥横行。只要花点小钱、“小施
手段”，便可实现一切皆可“刷”
的目的。长此以往，互联网上
真实、有质量的声音会被淹没，
导致低俗胜过高雅，“劣币驱逐
良币”。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
将遭到破坏，互联网行业的健

康发展也势必受到影响。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所有现实世界的

规则同样适用于网络。对于规模已达千
亿元级别的虚假流量灰黑产，必须予以严
厉打击，从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治理等
层面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为流量划界立
规，遏制野蛮生长。作为互联网行业从业
者，更要心中有戒，看重流量但莫被流量
反噬。 据《半月谈》

有话直说 ＞＞ 老 穆

疫情防控不松劲
胡作非为决不容
1 月 17 日，我市网民庞某强在微信群

发布某村已封村、村里人都隔离了的不实
言论，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庞
某强的行为属于散布谣言，市公安局云冈
分局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大
同晚报》1月 25日）

1 月 18日，市公安局云州区分局接到举
报：倍加造村内一复印部出售变造的核酸
检测报告，警方调查证实，复印部老板魏某
刚通过修改名字及身份证的方式，出具核
酸检测报告 11份，获利 200元。魏某刚涉嫌
伪造、变造、买卖公文印章证件、证明文件
的违法行为，被处以行政拘留 15日、并处罚
款 1000元的处罚。（大同新闻网报道）

在当前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这两起
典型案例引起市民广泛关注和强烈声讨。

无论造谣传谣还是变造核酸检测报告，都
是给疫情防控生事添乱。是可忍，孰不可忍！

类似的涉疫造谣、造假事件，近期在各地
频频发生，当事人均被警方依法惩处，同时也
给全社会敲响警钟：造谣传谣、涉疫造假，无论
何种形式，都是违法行为，对个别随心所欲、任
性滋事者，公众不能容忍，法律不会饶恕。

这些案例也给公众再次发出警示：疫
情防控容不得半点马虎，容不得任何人恣
意妄为；对病毒必须严防死守，对种种扰乱
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要坚决抵制、积极举
报；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做守法公民；要
听从指挥、服从安排，主动配合防控工作，
共同营造良好的舆论生态和社会秩序，弘
扬正气，驱除邪恶。

就地过年就地过年，，要让要让““处处是家乡处处是家乡””

近一年来，“不老药”成为保健品市场的新宠，
即使动辄上千元一瓶的售价，也让很多消费者趋之
若鹜。1 月 19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经营司
发函称，目前 NMN（“不老药”主要成分）在我国未获
得药品、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和新食品原料许可，
要求各地加大排查力度，查处相关违法行为。

“不老药”主要宣传“抗衰逆龄、修复 DNA、预
防老年痴呆”等作用，但背后是一连串问号。毫不
客气地说，“不老药”就是“坑人药”“坑老药”。

在执法部门严肃整治的同时，广大消费者尤
其是老年人要提高警惕、保持理性，切勿轻信广告
吹嘘而被收割了“智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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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一刀默一刀

不老药不老药？？
坑老药坑老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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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二维码
成为“唯一码”

近日，针对有商家强制“扫码点餐”，
南京消协明确表态“消费者可以拒绝”。

智能生活是趋势，但一定要尊重消费
者选择权，要让人用得舒心而不是糟心，要
让人感到友好而不是强迫。

须警惕二维码成为“唯一码”，你可以
让我选，但不能没得选！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