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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荣誉称号不是金钱的附庸，真正的艺术要用作品说话热点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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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塔
□评论员 任思凝

观点·声音

“不想活，但是又不是特别想
死，想感受濒死的感觉。”“每天都没
意思，想找点刺激。”……这是一些
青少年药物成瘾者在社交平台上的
发言。据《法治日报》报道，前段时
间，黑龙江安达一名 14岁初中生因
在课堂上服用处方药卡马西平而昏
迷，被紧急送入 ICU抢救，最终脱离
了生命危险。

青少年将卡马西平这类处方
药，当作“兴奋剂”服用，已不是新鲜
事。2016年，沈阳一名13岁女生，在
课堂上一次性服用29片卡马西平，
经医院抢救两天才脱离生命危险。
当时，沈阳精神卫生中心心理专家
就表示，每月因为“药瘾”去医院看

病的孩子有20~30个。
值得思考的是，青少年为何频

频服用处方药，并产生“药瘾”？家
长陪伴是否充足？家庭氛围是否和
谐？与老师、同学间相处是否融
洽？是好奇心驱使，还是为“逃避现
实”？是否存在心理健康问题？

按照规定，处方药必须凭执业
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的处方，才可
调配、购买和使用。那么，在没有处
方的情况下，未成年人是如何轻易
买到处方药的？

一是来源于社交平台，部分药
品销售自称“腰带”“yao代”（均指药
代），在社交平台发布帖子，并称无
处方也能不限量提供各种处方药乃
至管制药品，以此吸引未成年人购
买；二是来源于线上售药平台，尽管
平台设置了“填写问诊信息”页面，
但如同虚设，患者无须上传病历、处
方等资料，便可直接购买处方药。
显然，针对处方药的监管存在巨大
漏洞。

有规定不执行，无处方也售药，

看似给患者提供了方便，却埋下了
许多不可控的隐患——药物在规范
使用时，可以有效地帮助患者治疗
疾病；而在被滥用时，则容易引发
新的疾病，甚至造成无可挽回的伤
害，尤其是对大脑未完全发育的未
成年人。这可能导致其认知能力
下降、学习困难和行为异常，也可
能导致情绪失控、焦虑、抑郁等心
理问题。

严防青少年药物滥用，要求相
关部门持续保持处方药监管高压态
势，完善监测手段，及时发现社交平
台上的“暗号”，努力消除监管盲区；
要求药店认真核实处方及身份信
息，成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的“守
门人”；要求学校加强宣传普及，帮
助青少年提高安全用药意识和自我
保护能力；要求家长多些陪伴与交
流，及时发现孩子的异常情况并进
行心理疏导。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
希望。因此，把走上歧途的未成年
人拉回正轨，须多方形成合力。

据《长江日报》报道，近日，
记者在某大学美术学院网站《著
名校友》一栏看到，马某某“2005
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
室、中国美术家协会授予的‘优
秀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网
络上，“人民艺术家”等荣誉称号
五花八门。“中国当代艺术品鉴
定评估中心”网站人员称，只要
花1200元就能办理“国宝级艺术
家”证书、展牌。

商业性荣誉称号买卖，在艺
术界并不鲜见。或为个人资历
贴金，或为作品增值促销，有
需求就有买卖。所以一些民间
机构，借助官方旗号，将荣誉
称号明码标价。买家只要支付
1200 元 ，便 能 轻 松 拥 有“国宝
级”光环。

这些证书，不仅看上去有模
有样，颁发单位、查询网站、证书
编号等一应俱全，听上去也十分

“高大上”，“中国当代艺术品鉴
定评估中心”“中国非遗文化艺
术传承网”等五花八门，以至于
很少有人会质疑，更不必说去验
证真伪。即使被发现，也多归咎
于道德诚信层面。可问题是，民
间商业性荣誉称号泛滥，损伤的
岂止是道德？

一方面，“国宝级艺术家”以

假乱真，会对其他艺术家不公
平，一些人若靠走捷径，就能名
利双收，无疑是对才华与努力的
讽刺；另一方面，荣誉称号承载
着对领域卓越贡献者的崇高敬
意，若明码标价，只会不断“掉
价”，无疑是对荣誉的亵渎和对
艺术的玷污。

评审办 证 需 满 足 专 业 条
件，但相关网站人员称，不符合
条件也能办，“办理的人很多，
公司快 10 年了”。那么，非专业
的人办证，是为了什么？顶着

“人民”之名的头衔称号，还有多
少在唬人？

而买称号、买证书的行为
恰恰是对“德”和“艺”的双重
折损。如果不刹住这股邪风，
将有更多人在功利化驱动下相

互传染，形成浮躁的风气，损
伤到整个艺术生态。

2018 年中办、国办印发《评
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
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未经批准，
不得开展包含“国家”“中国”

“中华”“全国”“亚洲”“全球”“世
界”以及类似含义字样的评比达
标表彰活动，不得开展未冠以上
述字样但实质是全国范围的评
比达标表彰活动。

相关部门应强化监管规范、
斩断利益链，对违反法律法规
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对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无
论如何，要让更多人认识到：荣
誉称号不是金钱的附庸，真正的
艺术要用作品说话。
评论员 韩静

扬子晚报：
“抗炎饮食”，不盲传不盲信

酵素、全谷物、素食、地中海饮食……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饮食方式正在被更多
人实践。据《华西都市报》报道，最近最火
的可能是“抗炎饮食”。各大社交平台上，
不少人分享起自己的“抗炎食谱”。

按照中医“食药同源”的理论，每一
种食物都具有“四性”或“五味”，有些食
物具备抗炎作用或药性，也就不足为奇
了。但是，大家也别被“抗炎饮食”蒙蔽
了双眼，盲信盲从。果蔬汁液因饱含维
生素，成为“抗炎食谱”中的亮点。然而，
果蔬汁并不具有消炎药那样的针对性，
也不能像专业消炎药那样直达病灶，它
发挥抗炎作用还需要苛刻的条件。最关
键的是，能否达到足够的剂量？也是大
难题。总之，我们不能指望喝一杯果蔬
汁就能达到抗炎的神效，脱离剂量谈效
果，那就是东方夜谭。如果真的对自己
的健康负责，就不要盲信盲从未经科学
考证的“抗炎食谱”。如此，才能做冷静
理智的健康管理者。

正观视评：
门店能否贴招聘广告？
官方通报掀起一串问号

据“乌兰浩特市微分享”微信公众号
消息，9月 18日，有网民发视频称“在店
门口张贴招聘信息，被相关部门要求‘接
受处罚’”。9月 19日，城管局发布情况
通报称，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由于解
释说明不到位，导致执法对象产生误解，
已对其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

按照城管局的说法，罚款是误解，封
手机号也是误解。这就让人费解了：城
管人员究竟说了些什么，造成女子这么
大的误解？而且城管局一开始回应说要
罚款，基本也证实了女子所说的话，怎么
到后来就成了“误会”？官方通报并未消
除人们的疑惑，反而引发更多质疑：执法
过程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误解”？执法
人员有没有经过培训？因执法不当带来
负面舆情、有损政府形象要不要追责？
所以通报不是结束，而是一个起点，是真
正说到做到柔性执法的起点。希望类似
事件今后真正可以避免。

北京晚报：
捡走武大瓦片
丢了文保意识

据报道，前段时间，武汉大学对国
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汉大学男生
寄宿舍（现樱园学生宿舍）开展保养维
修，更换部分破损、松动瓦件。敲下来
的琉璃碧瓦吸引不少人前来捡拾，此后
有人在二手平台出售瓦片，最高被炒至
3650元。

武汉大学文物保护管理处介绍，根
据国家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因修缮
工作替换下来的瓦件，经整理维修后，将
在后续文物保护工作中重新使用，不能
使用的也将集中保管。也就是说，替换
下来的瓦片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建筑垃
圾，如果只看到了瓦片之美和市场价值，
却不管瓦片还有没有用、自己能不能拿，
那就丢掉了文保意识。文物保护不是只
有修缮复原，也不只跟文保人员有关。
修缮物品的更换流程、现场施工、后续利
用等每个环节都要有人管理；学生、教职
工家属、游客等每个人都是文物保护员。

14岁少年“嗑药”进ICU
是该找找“病根”了

掏钱就能买？
还有多少“人民艺术家”头衔在唬人

形形色色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长江日报》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