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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鲜以真面目示人，很可能
是逛街时与你擦肩而过的路人甲；
他们烂熟法律规定、精于索赔技巧，
即使被奉为打假英雄时，也毫不避
讳“逐利”的初衷。职业打假20年，
他们有人出入乘豪车、坐拥豪宅，也
有人被无情淘汰，争议始终伴随。
媒体记者走近职业打假“老炮儿”，
探究这个群体背后的“江湖”。“收钱
噤声”是行内通行的潜规则。私下
达成协议后，打假人不会将企业的
不良行为公之于众。（3月21日《新
京报》）

“职业打假人”的存在，客观上对
打击假冒伪劣商品，起到了不小的推
动作用，正如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研究会会长河山所说，在提高消费者
维权意识、净化市场等方面，“职业打
假人”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而且，
随着打假力度的加大，“职业打假人”
的收益也不断增加。“职业打假人”刘
殿林说，“2004年我收入2000多万，交

税200多万”！
但是，光鲜难以掩盖“职业打假

人”因逐利而不可避免的“原罪”。
据 披 露 ，一 些“ 职 业 打 假 人 ”收 了

“保护费”后，任由问题企业继续生
产、销售问题产品；有的用造假手
段向雇佣他们的品牌公司索要奖
金。也就是说，为了钱，一些“职业
打假人”在发现了一些企业的造假
等不法行为后，已经在大行“花钱
消灾”之道，完全背离了打假的初
衷 和 正 义 的 色 彩 ；而 那 些 不 良 企
业，为了不让自己的丑事曝光，也
投其所好，双方“一拍即合”。

这是一种可怕的信号！“职业
打假人”因其烂熟法律规定、熟悉
产 品 性 能 、精 于 索 赔 技 巧 而 成 为
民 众 心 目 中 的 打 假 英 雄 ，甚 至 弥
补了有关职能部门执法不力的缺
陷 ，成 为 监 督 市 场 消 费 公 平 诚 信
的 一 股 不 可 忽 视 的 力 量 。 但 是 ，
当收钱噤声成为“职业打假人”行

内 通 行 的 潜 规 则 后 ，当 一 些 见 利
忘 义 的“ 职 业 打 假 人 ”和 不 法 、不
良企业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后，最
终 损 害 的 ，无 疑 是 广 大 消 费 者 的
切身利益。

对见利忘义的“职业打假人”，
也该好好打假一番了！“职业打假
人”群体的兴起，是消费者自我维权
意识不断加强的一种体现，但“林子
大了，什么鸟都有”，在良莠不分的

“职业打假人”队伍中，当收钱噤声
成为一股暗流，亟须引起有关部门
的高度警觉。正如专家建议的，对
该群体也要考虑给予一定的监督培
训，从而防范矫枉过正、敲诈勒索行
为的发生——对于那些触犯法律收
钱噤声、见利忘义的“职业打假人”，
也应像打击假冒伪劣商品那样，狠
狠地打假！同时，对于那些“花钱消
灾“的企业，也要公开曝光，以维护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吴杭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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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世界睡眠日”。日前，某移
动社交平台发布了《中国网民熬夜报
告》，通过分析凌晨0时至3时活跃用户
相关数据，展示了熬夜族的地域、行业、
年龄等不同维度的分布情况。 在熬夜
族的行业分布上，从事公关、媒体、游戏
行业的人经常熬夜。
（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06版）

睡眠不足的职业群体，其危害最
直接、风险系数最大的当属司机。据

《北京晨报》报道，中国睡眠研究会召
开新闻发布会日前表示，“八成重大交
通事故与司机睡眠不足有关。连续 17

个小时不睡觉再驾车，肇事风险‘等同
于醉酒驾车’。”而其他因为职业需要
熬夜的群体，其对个体健康的危害，同
样不容忽视。2015 年，“深圳 36 岁 IT
男猝死酒店马桶上”这条新闻曾刷爆
不少人的朋友圈。

然而，检索现实，年年睡眠日呼
吁，年年问题依旧。对很多人来说，

“世界睡眠日”如果不是新闻提及，几
乎是一个被忘记的词语。而囿于工作
与生活的压力，被动睡眠不足，成了一
些人被迫的选择。对于化解睡眠问题
而言，通过睡眠日去关怀，只是一种仪

式上的呼吁。人们更需要的是每天都
是睡眠日，每天都投入精力和努力关
注并解决这一问题。

从公共角度而言，劳动法亟须补充
相关法律。通过整体制度设计，明确一
些职业群体比如司机的合法休息时间，
遏制“连续 17 个小时不睡觉再驾车”以
及过度疲劳工作等现象。因为睡眠不
足而引发的职业病，可以纳入法律保障
范围，申请相关方面理赔，推动全社会、
不同职业群体真正重视睡眠，让因为睡
眠不足引发的公共问题以及个体灾难
少一些，让睡个好觉也是民生福利成为

一种常识。
睡眠是一个社会问题，睡眠同时也

是一个个体问题。对很多人来说，有另
一种睡眠不足影响健康，那就是上床后
继续玩手机刷朋友圈直至深夜。就此方
面而言，需推动有关睡眠知识的社会普
及，让更多人认识到睡眠不足的危害。
毕竟，谁也不能替代我们睡觉。在可以
睡觉的时候，还是美美地睡上一觉，别过
度沉迷于朋友圈里的“诗和远方”，在合
适的时间还是学会干合适的事儿，过好
自己的生活。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
“烙铁烫癌细胞”式求助
你怎么看？

一名光头全裸女子，趴在床上
哭泣，左臂绑着留置针；一名小女
孩从炭火中取出烙铁，伸向她的背
部……这些触目惊心的照片，配以
《山东女子无钱治白血病，裸拍“烙
铁烫癌细胞”照片求助》标题，3月
20日凌晨始热爆全国网络，并被频
频推送。
（3月21日《新华日报》）

近日，一条交通事故视频在网
上热传并引起网友激烈讨论。视
频显示：3月 5日，东莞中堂大桥一
辆大众轿车强制变道，被一辆比亚
迪撞翻。对于这起事故，舆论一波
三折，讨论的焦点在于比亚迪车主
是否“故意撞车”。
（3月21日《南方日报》）

变道引发意外，好在没有性命
之虞。有两点需要指 出 ，一 是 从
法 理 而 言 ，《道 路 交 通 法》规 定 ，
违 反 禁 止 标 线 强 行 并 线 的 ，应 承
担 事 故 的 全 部 责 任 。 只 是 ，“ 变
道 车 辆 必 须 避 让 直 行 车 辆 ”，不
代 表直行车辆可以罔顾前车人身
安 全 而“ 以 暴 制 暴 ”。 换 言 之 ，在
风险因素瞬息万变的马路上，“撞
翻变道车”的后果是不可预估、不
可控的。

二是从道义来说，以如此方式惩
戒强制变道车辆，不仅游走在人性边
缘，也是不折不扣的丛林逻辑。除此
之外，难道没有别的选择？眼下，不
少车主已经为爱车装配有车载行车
记录仪，而在不少路段，公共监控等

技术也完全可以还原强制变道的是
与非，何苦非要拼了性命上演私力救
济的马路惊悚剧？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15 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
16273 万辆，比上年末增长 11.5%。

车在路上，难免各种状况，比之于动
辄就“撞翻”的暴脾气，慢一点、谦让
一点，可能更是当务之需。“撞翻变
道车”的快意，于法治而言是值得警
惕的。不然，“马路侠客”太多，还要
交警干吗呢？
□邓海建

警惕“撞翻变道车”的快意漫
画
快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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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应该通过畅通机制
化解求助诉求

@张西流：“烙铁烫癌”值得
反思。在公共医疗方面，我们需
要推动公立医院的公益建设。比
如，当地医院可以酌情减免困难
群体的重特大疾病手术费，以及
今后的部分治疗费用；地方部门
也该迅速启动救助机制，为其解
决部分困难。通过畅通机制，化
解求助诉求。

@王恩奎：“裸拍烙铁烫癌
细胞照片求助”，这种行为尽管出
格，但很多时候它会引起“高度重
视”，很容易得到问题的解决。对
此，我们别急着抨击，且先看到当
中的无奈。

别让公民求助
在“比惨”中迷失

@木须虫：要不断提升公益
慈善的水平，加快培育社会公益
组织，将募捐与求助交给专业机
构来组织，促进社会公益版本升
级，健全以法治善格局，规范慈善
募捐行为。别让公民求助在“比
惨”中迷失。

@茶米兔：这种行为考虑到
了网络社会的传播效果，因而将
求助范围扩大化。但从炒作角度
来说，仍是一种事前策划的行为，
在求助的伦理与社会公德之间，
究竟该如何平衡，需要制度给出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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