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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此
一
说 近日，一组小学生给老师打伞的

组图在网上热传。5月5日下午，上
海宝山区教育局也对这件事做了紧
急回应，当事女老师来自宝山区顾村
中心校，这名女老师平时与学生关系
非常好，事发时是学生主动为老师打
伞，目前该老师已经作了检讨，同时
也希望大家别去评论孩子。
（5月6日《新闻晨报》）

即便真如舆论所“怀疑”的那样，
孩子在给老师打伞时的确有着其他
的不良“企图”，但这样的板子也不应
该打在孩子身上。因为一个还在读
三年级的孩子，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本就处在较低的层次，他的一些做法
有着简单的功利目的其实也很正
常。但这个时候，负有“教书育人”之
责的老师就应该站出来对这样的行
为进行适当地批评，并礼貌地回绝孩
子的这一“好意”，而不是理所当然地
接受。否则，一味地默许只会纵容孩
子的“偏差”行为，让教师的言传身教
失去了真正的意义。

孩子是无辜的，他的世界或许远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复杂。因而，当

我们的舆论在关注这样的事件时，也
应该有所警惕，而不是为了满足表达
的快感就不顾那个可能被伤害到的
孩子。这起事件中，女教师欣然接受

孩子打伞的行为固然可恨，但她那一
句“请不要评论孩子”的呼声却理应
成为我们当下讨论这件事的共识和
底线。 □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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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首
次批捕了一宗通过开设专门的微信
群进行介绍卖淫活动的案件嫌犯，
犯罪嫌疑人江某等5人被逮捕。这
一案件的披露，也是首度有官方证
实“外围女”通过伪造个人资料假扮
明星，从事卖淫活动。
（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A07版）

“骑白马的不见得是王子”，但
是，这些外围女网上一搜她们的名
字，不但百科里有详细的简历、图片
展示，而且还有不少门户网站报道的

“新闻”。姣好的容颜、高耸的胸部，
绚烂的名头加上不凡的身世，让这些
不知道拍过什么戏、走过什么秀的外
围女身价倍增，成为其招嫖卖淫的华
丽招牌。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网络有
偿推广。江某等犯罪嫌疑人专门开
设了微信群“某某深圳演艺圈”等，
将分散的卖淫女组织起来，招募成
为群员，长期从事卖淫犯罪活动，他

们在微信群内常发布卖淫嫖娼信息
的“开工信”，通告开工区域、价格、
长相、身段、名气等，并通过微信群
通告地点、价格、特定性服务需求等
嫖客需求信息。

如果说招嫖卖淫团伙是丑陋邪
恶妖魔的话，某些公司的有偿推广则
为其贴上了妖艳魅惑的画皮，根据
检方披露，当有卖淫女要想提高自
己的卖淫价格，便有专业人员帮其
拍照并将相片进行技术处理，再通
过推销人员联系“某某百科名片”的
公司办理上网发布信息。在这个信
息繁杂的网络时代，“百科名片”成
为人们相信并认可的快速通道，而
外围女卖淫案暴露了网络有偿推广
的巨大黑洞。

长期以来，网络有偿推广饱受诟
病，打开搜索引擎，虚假广告和钓鱼
欺诈内容屡见不鲜。少数互联网从
业者在利益驱使下，唯利是图，漠视
法规和社会公德，涉黄信息、虚假信

息都能堂而皇之通过审核，使虚假信
息通过高价竞争排到搜索结果前列，
诱导一些不了解该行业的搜索者轻
率相信、扩大消费，造成身心和财产
受损。而外围女卖淫案则是其中反
差最大、影响最坏的违法案件。当色
诱与暴利苟合，必然催生出假冒伪劣
的“怪胎”。

外围女卖淫案不是轻佻的情色
新闻，而是严肃的法律案件，说明搜
索引擎有偿推广服务纳入法制监管
刻不容缓。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有偿
推广服务不能成为滋生假冒伪劣的
温床，更不能沦为背离公序良俗、逃
避法律处罚的“真空”，揭开“外围女
卖淫”的网络“画皮”，虚拟世界亟待
法制、科技、社会等多方面大力规范，
对于网络涉黄信息应该“零容忍”，目
前，招嫖卖淫犯罪分子已被抓获，而
那些充当推手和包装的网络公司又
该当何罪？
□斯涵涵

“外围女”走红网络
幕后推手该当何罪？

微话题

行人闯红灯要“上镜”？
你咋看？

有
此
一
说

“颜龄APP”，娱乐而已别抱太高期望
近日，一款应用程序“我看起来

几岁”火爆网络。用这款软件分析落
马官员的照片会发现，很多人落马前
后“颜龄”相差甚远。用“我看起来几
岁”APP测试显示，贵州省委原常委、
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落马前的一
张照片显示其“颜龄”41岁，而落马
后，廖少华的庭审照59岁，相差年龄
18岁。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
落马前后照片测试结果，年龄相差达
19岁。（5月6日《新京报》）

每当发现有贪官落马前后的照
片测算年龄有差距时，也总能引来这
样的感慨：这就是罪有应得，这就叫
一夜愁白头。对此，笔者认为，测算
贪官落马前后照片的年龄差距，最直
接地反映了我国的反腐成果，但是，
这只是网络上的虚妄狂欢，既警示不

了当下的在任官员，也和制度性反腐
无关。

“颜龄APP”只适用于娱乐，寄托
不了真正的反腐理想。可以肯定的
是，如果一个人用不同的表情拍照，
则可能会出现大相径庭的年龄。官
员在任期间的照片一般为摆拍，神情
自然，意气风发；在法庭上的照片一
般比较严肃认真，就是一般人遇到了
严肃的问题，恐怕也会被“颜龄APP”
测算后老上几岁，更不用说，官员在
任期间，比较注重装扮，落马之后则
不拘小节的问题了。

其实，早在前一段时间，就有媒
体专门做了“贪官落马前后对比照”
的专题。我相信媒体做这样对比的
用意非常明确，就是借助于照片前后
的对比发出警示，告诉世人，贪污受

贿、职务犯罪的后果就是这样的悲
惨，继而警示当下手握重权的人尽早
收手。用“颜龄APP”对比贪官落马
前后的照片，也有这样的用意。此
外，许多网友测算贪官落马前后的
照片，既能感知到反腐的成就，还能
煲一锅“还是做个普通人好”的心灵
鸡汤。

需要明白的是，一款APP只能火
于一时，但反腐却是一项异常艰难、
道阻且艰的任务。用“颜龄APP”测
算贪官落马前后的年龄差距，根本发
不出什么有意义的警示，也无法感化
那些仍然未收手的贪官。反腐要深
入人心，一是，纪检部门需要继续发
力；二是，推动更多的制度性反腐和
制度性防腐建设，让民众看到反腐成
果。□王传涛

@央视报道：监控摄像头+喇
叭+两个屏幕+人脸识别系统，四川
绵阳启动行人闯红灯抓拍系统，单次
闯红灯小屏幕播放，累计3次大屏幕
滚动播放……视频将作为执法依
据，15日起闯红灯行人将被处以5~
50元罚款。有人赞同，有人质疑，你
怎么看？

建议闯红灯记入信用体系

@雙魚-lau：全 力 支 持 。 如
果连这一百几十秒都没耐心等的
话，那去商场买东西埋单的时候、
去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去医院
看病的时候是不是都没耐心排队
了？为己为人，为何这么一点点时
间都不能等？

@胡奕 hrait：就是应该这样
做，从小开始普及！并把闯红灯行
为记入信用体系。

更应反思红绿灯设计问题
@秋波Huang：相关部门在抓

违法行为的同时，是否也应反思红
绿灯的设计问题？亲身体验，有些
红绿灯的时长设计实在不科学。

@陆锡鑫：整治闯红灯，总需要
一点具体措施。只是，行人闯红灯
大小也属于违反交通法规，都闯 20
次了，才曝光是不是轻了点。

媒体声音

燕赵都市报：
关机一小时，看看大世界

日前，全国妇联等发布调查报
告显示，晚上玩移动电子产品的频率
越高，婚姻满意度就越低。据悉，全国
妇联进行了中国家庭幸福指数与移动
电子产品关系的调查，结果显示，陪伴
配偶时使用移动电子产品的被调查
者，婚姻幸福感显著低于陪伴配偶时
不用和有时用移动电子产品的被调查
者。为此，全国妇联倡导每天关机一
小时，有限制地使用移动电子产品，家
人之间应回归面对面沟通。

世界就在眼前，要抵达却没有
那么容易。在妇联的倡导之后，这
是仍不得不指出的问题。对于“低
头族”来说，他们并非不知过度沉迷
于手机的危害，但为什么依旧难以
抽身而出？习惯是致命的，这一点
姑且不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阅
读手机既是不少人获得日常资讯的
方式，也是他们打发工作外时间的
主要手段，当个体是“原子化”的，当
流动的社会让彼此成为陌生人，那
么手机就有了被习惯性依赖的意
义。如何让关机一小时成为自觉的
举动，这是必须被省思的。

漫画 焦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