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出生证编号被上传卫健系统 极目新闻 图

3月初，江苏宜兴的黄某期
去给儿子办户口，但辖区派出所
却发现孩子的医学出生证明真假
难辨。因为出生证明上盖有“武冈
市都梁医院”的公章，派出所于是
发函请求湖南武冈市卫健局协
查。卫健部门调查证实，这份医学
证明是假的。疾控中心工作人员
表示，仅从目前掌握的证据看，初
步判断有人涉嫌违法协助代孕。

这起对疑似代孕事件的揭
露，令人震惊，也令人后怕。假的
出生证明竟能上传至卫健系统网
络，直接给代孕孩子“洗白”身
份！这一漏洞若在浑然不知的情
况下长期存在，非法代孕团伙无
疑将更加猖獗。

出生医学证明是新生儿出生
后由医疗机构出具的重要法律文
件，它不仅是婴儿出生的直接证
据，还承载着多重法律和社会意
义，新生儿办理户籍登记、身份证
等法律手续，都需要出生医学证明
作为重要依据。保证出生医学证
明的真实有效对于打击非法代孕、
拐卖儿童意义重大。非法代孕者、
人贩子为了给来路不明的孩子提
供“合法”的身份，往往需要伪造或
非法获取出生医学证明，以隐藏其
违法行径。因此，守住了出生证明
这道关卡，就能给这类违法行为

“上难度”，切断这一非法利益链
条，有效减少违法行为发生。

如果不法分子不但能伪造出
生证明，还能成功通过官方审核，
让“假的”变成“真的”，这无疑暴
露出医疗系统信息管理的严重漏
洞，而医疗系统的信息安全防线
一旦失守，将给社会治理带来难
以估量的危害。它不仅可能导致
代孕等非法行为的泛滥，还可能
引发身份盗用、拐卖儿童等一系
列社会问题，虚假信息混入官方
系统，也将给后续的调查和追责
带来困难。

为何会发生如此离谱的事
情？深究根源，是因为个别医疗
机构和医务人员见利忘义，与代
孕机构沆瀣一气。涉事医院此前
就因协助代孕被处罚，却仍再次

顶风作案，是不是之前罚得太轻
了，缺乏足够的震慑力？

面对代孕机构的不断升级和
违法犯罪手段的多样化，监管不
但需要“道高一丈”，更需要时时
在线，不能有一刻松懈和怠慢。
一方面要从技术上斩断假出生证
明“洗白”的路径，加强信息系统的
安全防护和审核机制，确保每一份
出生证明的真实可靠；另一方面，
要对违法违规的代孕中介机构和
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违法必究，从
严追责，如涉及犯罪的，就要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严厉抵制和打击
非法代孕行为，彻底斩断以子宫
牟利的非法代孕链条。
据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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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出生证编号能上传卫健内部系统
“道高一丈”的监管去哪儿了？

瞭望塔
□评论员 王朋飞

3月 18日，由中原网AI创意工
作室打造的国风MV《我是伶伦——
DNA里的旋律》在全网热播，以其独
特的艺术表达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引
发广泛关注。恰逢乙巳年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即将举行，这部作品以其独
特的文化表达和艺术创新，为这一盛
事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也引发人
们对中华文明根源的深刻思考。

作为一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内核、现代视听语言为载体的作
品，其不仅展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更通过创新形式让千年文明焕发新
生。不同于以往AI辅助创作的片段
化尝试，《我是伶伦》首次实现了从
作词、作曲、编曲、演唱到视频制作
的全流程AI生成。AI通过深度学

习解析古诗词韵律，生成兼具《诗
经》风雅与现代流行感的歌词：“我
是伶伦，律吕之祖。用音乐谱写，华
夏的蓝图……”在编曲上，AI将传统
乐器如埙、编钟的悠远音色与电子
音乐的动感节拍交织，形成“时空碰
撞”的独特听感，既呼应了伶伦作为

“律吕之祖”的历史身份，又契合了
当代听众的审美需求。

恰逢乙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直指文化认
同的核心：通过音乐这种方式，唤醒
全球华人对黄帝文化与黄河文明的
情感共鸣。正如有网友评论：“当埙
声响起的那一刻，仿佛血脉中的文化
DNA被激活了。”这种共鸣不仅体现
在音乐本身，更延伸至社交媒体上#
我是伶伦#话题的全民热议，成为一
场以科技为载体的集体文化寻根。

在信息爆炸的新媒体时代，如
何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火”
起来，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课题。《我
是伶伦——DNA里的旋律》通过短
视频、社交媒体等平台迅速传播，打
破了传统文化传播的时空限制，让更

多人能够便捷地接触到传统文化的
精髓，将传统文化融入年轻人的日常
生活，激发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感与自豪感。这种传播方式不仅扩
大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也为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近年来，随着国风文化的兴起，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并热爱
传统文化。作品通过现代传播手
段，并将传统文化融入年轻人的日
常，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审
美的完美交融，也见证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这
部作品不仅是艺术创作的新的尝
试，更是文化传播的最新案例。期
待未来有更多这样的作品涌现，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更广阔的舞台
上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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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观视评：
大量举报“车窗抛物”
承诺的奖励是否该兑现？

几年前，山西运城举办“有奖举报车
窗抛物”活动，承诺发现一起奖励 100
元，广西柳州一男子举报了 268起车窗
抛物，本应获得2.68万元奖励，结果官方
却仅兑现 700元。当地城管部门说其是
职业举报人，属不正当牟利。

从报道来看，该男子确实是职业举报
人，早在2015年，就参与柳州举办的举报

“车窗抛物”有奖活动。不过，当时柳州是
把奖励兑现了的。为何到了运城，官方承
诺的奖金就大大缩水了呢？因此，举办方
后续修改了活动规则，规定每人一年的奖
励上限不超过 1000元。这本身没毛病，
但之前已经举报了的，只要举报视频都是
真实的，承诺的奖励是不是应该兑现？古
有徙木立信，如今承诺了奖励，岂能因参
与者是“职业举报人”身份而失信？如果
觉得职业举报属于不正当牟利，有违活动
初衷，那就应该提前定好规则，设定奖励
上限，避免出现争议。

扬子晚报：
电商“图文游戏”
是一种视觉欺诈

据《工人日报》报道，“白菜价”“1分
钱抢购”……近年来，电商平台一些商家
宣称的优惠五花八门，看起来“一个比一
个划算”。然而，收货后才发现被商家的

“图文游戏”绕了进去。
这种“图文游戏”，是指部分网售低

价商品，隔着电子屏幕看和正常商品没
有区别，但消费者收货后才发现，有的商
品是迷你尺寸，有的商品在数量上缺斤
少两。比如，买到规格为“240页/本”的
笔记本，实际只有 120张，售后人员辩解
称，“1张有两面，1面算 1页”。坦率说，
电商平台存在的“图文游戏”就是一种

“视觉欺诈”。对于这种“视觉欺诈”，作
为消费者要擦亮眼睛，特别是对网售低
价商品的规格、数量、主要成分等关键信
息保持高度警惕。从电商平台角度来
说，要对商品网页呈现的信息加强规范，
避免部分商家淡化、藏匿商品关键信
息。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也要对电商“图
文游戏”等问题加强整治。

羊城晚报：
“魔性舞蹈”推广油菜花
为老百姓“尬舞”超有面子

近日，一段乡镇书记、镇长在油菜花
田里跳舞的视频引爆网络。有网友认为
这是自己掉自己面子。对此，视频中的
绵阳市安州区秀水镇党委书记冯胜国表
示：“只要把老百姓的事办好了，再掉一
次面子又何妨。”

秀水镇党委书记和镇长想到用挑战
舞蹈来宣传当地的油菜花风光，或许是
灵机一动，或许是趁势而为，这种即兴的
创意，展现了基层干部的灵活思维，也流
露出他们对家乡美景的热爱。据了解，
他们 4人为此十分认真，排练一个多小
时，但是拍视频时依然很难跳齐，只能说
是“没有技巧、全是情感”。在很多网友
看来，这不仅仅是一场“尬舞”，而是以满
腔的热情和质朴的情感演绎出的一场

“田野秀”。这种为了家乡文旅振兴而不
怕“献丑”、努力蹭热度的真诚和努力，比
任何华丽的舞技都更加动人，不但不丢
面子，而且超级有面子。

《我是伶伦》埙声响起
血脉中的文化DNA被激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