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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20日，全球唯一圈养棕色
大熊猫“七仔”被熊猫国际终身认养。“七
仔”所在的陕西省林业科学院秦岭大熊猫
繁育研究中心和熊猫国际当天举办了认
养仪式。

陕西省林业科学院秦岭大熊猫繁育
研究中心位于秦岭北麓，雄性大熊猫“七
仔”2009年出生于此，性格憨厚老实，由
于其罕见的棕色毛色而备受关注。

熊猫国际是由苏珊·布雷登和黛安·
里斯于 2000年创立的公益性组织，总部
设在美国丹佛。该组织一直致力于中国
大熊猫的保护和研究事业，每年会为大熊
猫保护事业募集物品、药品及资金。

近两年，熊猫国际陆续为陕西省林业
科学院秦岭大熊猫繁育研究中心捐赠了
疫苗、发电机、实验室仪器等急需物品和
婴儿床、奶粉等大熊猫育幼物品，为秦岭
大熊猫繁育研究中心大熊猫饲养、繁殖、
育幼等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帮助。

多位金融专家认为，球鞋不容易储
存，稀缺性没有保证，消费者的喜好随时
可能变化，还有很多假货充斥市场，并不
适合投资。商业推手采用金融杠杆炒鞋，
属于典型的“泡沫”，有的甚至是骗局。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10月中旬发
布的金融简报指出，部分第三方支付机构

为炒鞋平台提供分期付款等加杠杆服务，
杠杆资金入场助长了金融风险。记者调
查发现，“炒鞋圈”的分期付款等金融加杠
杆服务仍然存在。

“之前在get等App平台上买鞋，付款时
可以选择分期，额度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
元。前阵子开始不支持分期付款，信用卡还

可以用。”上海一位95后炒鞋客告诉记者。
记者浏览一些论坛看到，选择分期方

式炒鞋的主要是一些手头资金不多的大
学生。“刷信用卡然后进行分期来炒鞋，最
近行情不对，价格跌了不少，鞋市好像要
崩，每天精神都在崩溃边缘。”北京一位大
学生刘泽告诉记者。

少吃红肉多吃菜
老来听力下降风险可降低

新华社电 都知道少吃红肉多吃蔬
菜有益健康。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
布里格姆妇科医院研究人员在3年间让
3135名中位年龄 59岁的女性接受听觉
敏感度测试，结合她们20年饮食结构，得
出上述结论。听力测试中，研究人员让
研究对象听不同音量的低频、中频和高
频声音，然后让她们报告自己听力阈值，
即听力范围。研究人员发现，与饮食不
健康的研究对象相比，选择地中海式饮
食，即常吃蔬菜、水果、豆类、坚果和海产
品且少吃红肉的研究对象更容易听到高
频和中频声音，中频听力下降风险低将
近30％，高频听力下降风险低25％。

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美国流行病学
杂志》上发表报告说，地中海式饮食有助
血液循环，有益听力，而不健康或高脂饮
食更易形成血栓，从而影响耳部供血。研
究人员说，人们普遍认为听力下降是衰老
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一部分，“我们的研究
关注的是，可以经由改变饮食和生活方式
来预防听力丧失或延缓这一进程”。

“炒币已经是老年人，未来是属于炒鞋和炒裙子的！”

炒鞋暴富？接盘侠们醒醒吧
新华社电“一双鞋暴涨4倍”“炒币已经是老年人，未来是属于炒鞋

和炒裙子的！”……在财富神话的刺激下，炒鞋成为一场近乎疯狂的年轻
人逐利热潮，甚至出现“K线图”“云炒鞋”等金融花样。

近期，上海、深圳等多地监管部门相继提示要防范炒鞋热潮背后的金
融风险。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仍有多个App平台存在炒鞋现象，参与者
数量多、交易量大、价格波动剧烈。有的平台仍然可以分期付款来炒鞋，
还有的平台花样翻新，出现预售、寄存等炒鞋新方式。

上海市律师协会金融工具业务研究
委员会副主任叶峰新建议，应对鞋类交易
平台加强监管，审查平台的运营模式，严
禁助长炒鞋风气的运营手段。

“毒”App对外沟通主管昭阳回应记
者称：“我们认为鞋是一种消费品，不应

该赋予金融属性。‘毒’App平台业务从
不支持无商品实物的类期货交易服务，
平台相关内容运营在注重内容合规的
同时，从未出现也不支持诱导用户炒作
类内容。”

专家提醒，无论球鞋还是裙子等，

年轻人有个性化需求是正常的，但由于
在法律和金融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足，并
不适合盲目跟风投资。年轻人切勿跟
风炒作，指望炒鞋、炒裙子等牟利的投
机心理不切实际，容易落入陷阱，成为
接盘侠。

记者加入“冲冲群”“一起扫货”等炒
鞋群发现，“中签”“破发”“高开低走”等炒
股、炒期货词汇，已经成了炒鞋客们交流
鞋价行情的用语。在“nice”平台上，用户
可以看到自己的“当前市值”“当前盈亏”
等数据。

为了刺激交易，有的平台搞起了寄存
模式。有些平台还推出预售模式，预售是
35天内发货，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买方
或卖方取消订单则要交违约金，这就相当
于购买“鞋期货”。记者在平台上看到，一
款 11月 23日才会正式发售的球鞋，官方

宣布的发售价为 1399元，而平台上预售
的价格已经炒到了3000多元。

上海一位炒鞋客告诉记者：“预售就是
赌未来的价格走势。我前几天用1万多元
的预售价格抢了10双鞋，到正式发售的时
候市场价跌到了4000多元，亏惨了。”

记者调查发现，炒鞋过程中还有不少
“操盘手”。一些有资金优势的庄家会伪
装成专家来带节奏，发布他们对何时买
入、何时抛售以及球鞋行情的判断。“庄家
频繁买进卖出，拉升价格，诱导散户入场，
从而将囤货在高价时卖出。”一位收藏篮

球鞋的“资深玩家”告诉记者，“庄家炒热
一些鞋款，带动更多人闻风购买，使得球
鞋市场出现大量泡沫。”

实际上，击鼓传花的金融风险已经开
始暴露。近期，几款热门球鞋的价格都出
现明显回落。例如，10月中旬最新发售的
一款耐克蓝丝绸球鞋，发售初期被炒作到
1万多元，但目前已经跌到3000多元。11
月以来，价格下跌的球鞋占比开始增多，
价格较高点跳水20％、30％已是常态。据
相关统计，跌幅最大的一款球鞋价格已经
跌去将近90％。

未来坐便器什么样？
新华社电 边如厕边体检？这不是

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源自德国的一家
卫生洁具品牌委托未来学家预测坐便
器发展趋势后得出的结论。

德国化工企业汉高集团旗下卫生
洁具品牌“Bloo”委托未来学家詹姆斯·
沃尔曼预测坐便器发展趋势，发布一份
30页报告。英国《都市日报》19日以这
份报告为消息源报道，到 2050年，厕所
内坐便器将成为一套成熟的体检装置，
不仅能够分析大小便成分，检测人体内
维生素、糖分等营养成分水平，评估饮
食质量，还可以测量体温、心率和血
压。测量结果可以全息展示。

另外，坐便器内置语音识别系统，
能够与如厕者“聊聊”健康话题。

按照沃尔曼的说法，一个人平均每
天如厕6至8次，一生中平均在厕所待3
年。一个能够给人体检的坐便器会帮人
节约不少时间，成为“居家最佳座位”。

侵犯《流浪地球》等电影
著作权案宣判 8人获刑

新华社电 被告人陈某、林某、赖某
等 8人侵犯著作权一案 20日在上海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涉
及《流浪地球》《廉政风云》等电影，不法
行为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法院经
过审理，当庭做出判决，8人获刑。

据悉，2017年 7月至 2019年 3月，
被告人陈某受境外人员委托，招募被告
人林某、赖某等 7人，通过在QQ聊天群
远程遥控分工的方式，经营管理“最快
资源网”“131资源网”“156资源网”“极
速云采集网”等非法网站，共同下载、传
播大量盗版影视作品，同时在视频链接
中添加境外赌博广告以牟利，非法经营
数额高达1250万余元。

本案中境内外人员相勾结，租用大
容量服务器，形成线下制作源头、线上传
播网络的完整盗版产业链，总计涉及盗
版影视作品2万余部，其中包括《流浪地
球》等春节档热映电影，涉及著作权人分
布世界多地，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侵犯
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了我国
影视行业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声誉。

一些年轻人落入“炒鞋圈”

炒鞋风险已开始暴露

炒鞋金融化需加强监管，净化新兴消费

全球唯一圈养
棕色大熊猫“七仔”被终身认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