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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志疆

近来，天赋基因检测热度在市场上

兴起，一些商家推出相关服务。然而，记

者采访了解到，部分检验机构涉嫌概念

炒作，扩大基因与天赋的关联分析，也有

专业人士指出，这是打着高科技噱头的

消费陷阱。（《工人日报》9月25日）
报道中提到一个例子颇具代表性：

有人花费 1980元给 4岁的孩子做了天赋

检测，“想早点发现儿子的天赋，以便更

有针对性地培养他。”“培养”两字，道出

了不少家长的心声，而这也是天赋基因

检测项目最大的卖点——家长想要“培

养”孩子的天赋，逐利而行的商家想要

“培养”的却是待割的韭菜。

天赋基因检测算不得什么新鲜事。

早在 2017年，媒体就曾对此进行调查报

道，结论无一例外是：不靠谱，别迷信！权

威专家作此判断的依据是：一方面，人体

内有约 2.5万个基因，30多亿位点，而普

通的商业级基因检测，只能读到几十到

几百万个位点，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另

一方面，人的天赋具体由哪些基因决定、

如何决定，以目前的科技水平还没办法

给出准确解答。有专家据此表示，天赋基

因检测涉嫌坑蒙拐骗、炒作概念。

2017年被称为精准医学的元年，随

着基因检测成本的降低，消费级基因检

测技术在国内外快速升温，相对亲民的

价格和泛娱乐化的趋势是其中两大特

征。彼时，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消费级基

因检测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产业。与此

同时，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如何让消费

者为基因数据埋单？难道除了制造噱头、

贩卖焦虑之外，消费级基因检测再也找

不到其他出路了吗？

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有另一种解

释：因为家长们的钱太好赚，所以某些基

因检测公司乐此不疲。近年来，一些前沿

科技经常被不良商家利用，成为贩卖焦

虑的赚钱工具。“蒙眼识字”“闪电阅读”

“过目不忘”……似是而非的科学概念，

搭配上神乎其神的营销话术，让不少一

心想要帮助孩子“抢跑”的人心动不已。

那些概念产品或服务有一个共同特

征：贵。虽然其科学性饱受质疑，却并不

妨碍买卖兴隆、供销两旺。究其原因，某

些家长执着于将“烧钱”当作孩子成长的

捷径，即使面对玄之又玄的产品和服务，

也忍不住本着“宁肯信其有”的态度试上

一试。问题是，如果花钱就能买到“天赋异

禀”，这世界还有普通人的栖身之地吗？

故弄玄虚的伪科技产品和服务，虽

然打着科技的幌子，却干着贩卖焦虑、收

割利益的“狠活儿”。家有子女，父母想要

帮助孩子“抢跑”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为

人父母者更应该明白：倘若“跑”错了方

向，“抢”得越急，越容易误入歧途。如果挣

脱不了“神童”“速成”的心魔，稍有不慎就

会坠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

基因研究的终极指向是造福人类，

然而，由于缺乏统一标准，消费级基因检

测始终处于监管缺位状态，以至于泥沙

俱下、乱象频仍。时隔数年，天赋基因检

测再次“翻红”，也给相关部门提了一个

醒：面对那些谎言与利益编织的“科学”

陷阱，是该尽快立个规矩了。

花钱就能买到
“天赋异禀”？

□ 张 同

又一部经典古装剧被翻拍了。前段时

间，由经典老剧《上错花轿嫁对郎》翻拍而

来的《花轿喜事》播出了，而网友对该剧的

评价则褒贬不一，豆瓣 3.8分滑铁卢式的口

碑，多多少少代表了一部分观众的不满。

喜欢的观众认为，《花轿喜事》作为一

部“下饭轻喜剧”还是及格的；不满意的观

众则直接从演员选角到演员演技再到导演

的镜头调度都觉得不合格。甚至有网友毫

不客气地表示，翻拍的唯一作用是让老版

翻红。让人不禁想问一句，翻拍经典，在几

乎是 1∶1 复刻经典剧情的情况下，为什么

很难对味？

翻拍经典的影视作品都会面临和《花

轿喜事》同样的问题。在原作珠玉在前的情

况下，观众评价新版时，会不自觉拿老版做

对比，甚至直接将老版作为参考标准。在剧

本过关的情况下，新版在服装、布景到演员

演技……任何逊色于老版之处，都会给观

众带来极差的观感。

《上错花轿嫁对郎》豆瓣词条下有这样

一条高赞评论：“从服装、何园的布景到编

剧、演员的表演，片尾曲都透着现在国产电

视剧难得一见的认真二字。”创作者的认真

态度，观众能清楚地透过作品感受到，比

如，老版剧组为了拍一场雨，一等就是好几

天；齐府是在扬州的何园取的景。而《花轿

喜事》无论是取景，还是镜头调度，给人的

观感只是一部流水线上的普通古偶作品。

实际上，老版的角色塑造之所以经

典，是当时的编剧、导演和演员在小说的

基础上共同创作后的成品角色，经典角色

都带有很重的演员特质。新版如果只是一

味“比葫芦画瓢”，照单全收老版的创作

思路，而缺乏自己的创作思路，则很难有

新的看点。观众能看的也就只剩下新一代

演员的“新鲜面孔”。也难怪有观众说，

老版拍剧是为了拍剧，新版拍剧是为了捧

新人。

翻拍经典，不意味着在创作上“躺平”。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年暑期热播的《封

神：朝歌风云》。同样改编自经典 IP，创作

者拍的却是自己的创作思路，完成的是自

己的创作理念。在《封神演义》这本小说被

改编多次的情况下，《封神：朝歌风云》依旧

出彩，靠的就是创作带来的生命力。可以看

到的是，经典作品很难复刻，经典作品常常

在创作中诞生。

不少例子都证明，无论是翻拍国外的

经典影视作品，还是翻拍国内经典影视作

品，如果缺乏诚意和创作思路，一味地用现

在的流水线工业技术性“复刻”经典作品，

很难走得通。当然，不是所有的翻拍剧，都

是“炒冷饭”。比如，有观众认为，2019年版

的《倚天屠龙记》贡献了之前版本都没能拍

出来的最完整的、最符合原著的光明顶张

无忌大战六大派的情节。这些都是在翻拍

剧中，创作者思路的体现之一。评价一部

剧，切记不要“无脑黑”，还是要力求客观，

不掩饰缺陷，也不否认优点。

翻拍经典不意味着在创作上“躺平”

□ 周 燃

国庆小长假将至，通过社交平台寻

找“旅游搭子”成为不少年轻人的需求。

对此，有的是为了人多热闹，有的是为了

增添一份安全感，也有的是为了分摊费

用、节约成本。然而，据中国新闻网等媒

体报道，不少看似美好的“旅游搭子”，结

果却可能是一地鸡毛，甚至暗藏诈骗、涉

黄等陷阱，应务必擦亮双眼、谨慎寻找。

“搭子社交”是近年来在年轻人群体

中广泛流行的社交方式。一方面，现在的

年轻人具有更强的边界意识，更加注重

维护独处空间与自己的“私人领地”；另

一方面，在日益原子化的当下，年轻人又

渴望在某些场景下以陪伴对抗孤独。为

了实现这种巧妙的动态平衡，“饭搭子”

“电影搭子”“健身搭子”“逛街搭子”等纷

纷涌现，其本质是一种陪伴而不越界的

“有限社交”。对“旅游搭子”的寻找，也可

视作“搭子文化”当中的一簇。

然而，“旅游搭子”又有其特殊性。除

了往往需要在一起相处更长的时间之

外，旅游还是一种复合式社交，涵盖食

宿、出行、游玩等诸多场景，并且需要进

行攻略设计、计划安排、酒店预订等复杂

而琐碎的事务，涉及性格、爱好、消费理

念等诸多要素。因此，找到称心如意的

“旅游搭子”的难度更大，隐藏陷阱的“草

丛”也格外多。

于是我们看到，相当一部分寻找“旅

游搭子”的帖子只能石沉大海，最终还得

自己独自旅行；还有一些人虽然组队成

功，却因为观念不合，只能无奈地互相迁

就，结果是谁也玩不舒坦。此外，无论“搭

子社交”如何流行，“旅游搭子”从本质上

说也不过是刚刚通过网络认识的陌生人，

与聊天软件刚刚兴起时的“见网友”异曲同

工，在人身安全等方面都难免需要进行更

为慎重的考虑。

此外，还有一些所谓的“旅游搭子”打

起了违法的算盘。比如，据极目新闻报道，

今年九月，重庆游客赵女士就在某社交平

台发帖，称自己因轻信“旅游搭子”可以帮

忙预订酒店房间，损失了 3000 元定金；还

有一些帖子其实是披着找“搭子”外衣的广

告，试图以虚假营销的方式吸引待割的“韭

菜”。更过分的是，有些人嘴上说着找“搭

子”，心里滋生的却是别有所图的“黄色主

意”，甚至有人将其做成了涉黄生意。

说到底，网络终究是一个拟态环境，

“搭子”寄托着的却是现实生活中的需求，

“旅游搭子”又有着格外鲜明的现实生活特

质。从虚拟到现实的跨越，让“寻搭之路”坑

洼密布。于年轻人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在

心底上一把安全之锁，做到不轻心、不轻

信，避免与陌生人同去过于偏僻的地点，并

且及时将出行信息告知亲友。此外，也要以

法律思维强化自己的维权意识与维权能

力，比如有律师建议，双方可以签订一个简

单的合作旅游合同，约定分工合作、费用分

摊、保护隐私、退出机制等，这种合同也未

必要双方正式签字，在微信上协商确认，同

样有合同效力。在遭遇诈骗等行为时，要及

时向有关部门举报，维护自身权益。

此外，平台要强化责任意识，通过智能

筛查与人工标注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相

关帖子的审查力度，一旦发现敏感词或疑

似广告，都要进行及时处置。相关部门也应

建立预警机制与快速反应机制，及时处理

旅行者举报，把对于人身安全的保障放在

第一位，不能让“旅行搭子”的盲盒成为“潘

多拉魔盒”。

别让“旅行搭子”的盲盒
成为“潘多拉魔盒”

□ 龙之朱

9月 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网络

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这是一份专门针对网暴违法犯罪制

订的重磅司法政策文件。

从今年 6月“两高一部”公开向社会征

求意见，到此番尘埃落定，《意见》回应了沉

甸甸的社会关切，也对接下来的网暴治理

提供了明确的司法依据。也因此，消息一经

披露，迅速引发广泛关注。

一直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勃兴，各路“键

盘侠”也开始在网上恣意行事。从江歌母亲

江秋莲，到今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武汉被撞小

学生的妈妈，这些原本已经遭遇不幸的公

民，又遭到网暴者长时间的骚扰、辱骂、抹黑。

今年年初，染着粉色头发的 95后女生

郑灵华，在被持续网暴半年后，因抑郁症去

世。此前，她在微博中写道：“网暴者会持续

两个多月从早到晚地骚扰；辱骂你的家人、

亲密关系、人格；人肉搜索你的联系方式、

家庭住址；打电话发短信骚扰；威胁你的学

校、公司乃至家人；在网络上拉帮结派，引

起巨大的负面舆论影响。”

而在此前的司法框架下，缺乏对网络

暴力概念内涵和外延的规定，亦缺乏列举

性的规范方式。对于绝大多数网暴者而言，

他们奉行“法不责众”，认为“随便说两句风

凉话不是罪”。这样的观念是如此根深蒂

固，以至于很多网暴者无所忌惮。

此番出台的《意见》坚持问题导向，明确

了网络暴力的诸多入罪表现形式，将具体网

暴情形与刑法罪名一一对应，分别以诽谤

罪、侮辱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定罪处

罚，没有一项网暴罪行能逃出法律的严惩。

不仅如此，《意见》明确重点打击恶意

发起者、组织者、恶意推波助澜者以及屡教

不改者。对于“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实施

的”“组织‘水军’‘打手’或者其他人员实施

的”“编造‘涉性’话题侵害他人人格尊严

的”“利用‘深度合成’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

术发布违法信息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发

起、组织的”5 种网暴违法犯罪情形，《意

见》明确要依法从重处罚。

《意见》也提及对普通公众的法律保

护，指出“随意以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相

关信息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引发大量低俗、

恶意评论，严重破坏网络秩序，社会影响恶

劣的”，应当认定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还有，对于此前一直强调的平台责任，

也从法律层面进行了界定。《意见》指出，网

络服务提供者对于所发现的网络暴力信息

不依法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致使

违法信息大量传播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

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在《意见》发布的同一天，最高法还发

布了一批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典型

案例。这些案例，既为执法司法实践提供了

具体指引，又为网民合法发声划定了行为

边界，体现了执法司法机关依法严肃追究

网暴者法律责任的坚定决心。

网络暴力已经入罪，匿名发言当思责

任。一个清朗的网络环境，不仅要靠网民自

律，也要靠法律纠偏。人人都有表达的权利，

但恣意放纵、出语伤人不仅是错，很可能也

是罪。任何人，都没有网暴他人的权利。

“随便说两句风凉话”，不是罪吗？

□ 朱昌俊

近期，多地接连发生安全事故。9月
24 日上午，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迪思坚

果有限公司多名员工在维修清洗设备过程

中昏迷，经抢救， 3 人死亡， 2 人送入

ICU治疗。9月 24日 8时 10分许，贵州省

六盘水市盘州市山脚树煤矿井下发生皮带

着火事故，造成 16人死亡。

目前，两起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

之中。其中，国务院安委会已对山脚树煤

矿事故进行挂牌督办，将彻查事故原因，依

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应急管理部负

责人作出部署，要求指导督促各地举一反

三，狠抓责任措施落实，深入排查整治安全

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

虽然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但两起事故

在同一天发生，无疑再次给全社会敲响了

安全生产的警钟。安全生产是个老生常谈

的话题，可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

社会稳定发展大局，必须“天天讲、时时

讲”。应该看到，虽然近年来社会整体的

安全生产形势有所改善，但一些重大安全

生产事故仍时有发生。比如，就在不久前

的 9月 13日上午，四川省简阳市金简仁快

速路跨沱江大桥项目塔吊顶升过程中发生

垮塌，事故造成 6人死亡、5人受伤。

尽管这些事故发生在不同领域，具体

性质、原因也不尽相同，但都或多或少与

相关环节安全生产责任的“空转”有关。

在安全生产领域，有一个著名的“海恩法

则”：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 29
次轻微事故和 300起未遂先兆以及 1000起
事故隐患。它提醒的就是，假如人们在安

全事故发生之前，预先防范事故征兆、事

故苗头，预先采取积极有效的防范措施，

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那么，安全事故

就能够被减少到最低限度。而要实现这一

点，绷紧安全生产意识之绳，强化安全生

产责任的落实，就至关重要。

应该说，这方面有着太多前车之鉴。

比如，今年 8月，河南安阳市凯信达商贸

有限公司“11 ·21”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和

内蒙古阿拉善新井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

“2·22”特别重大坍塌事故的调查报告对

外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企业主体责任和

政府监督管理责任的双重失守，是两起事

故共同的主要原因之一。9月 18日，第一

个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印发的矿山安全

生产领域纲领性文件—— 《关于进一步加

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发布，其中明确强调，矿山企

业要定期开展全员全覆盖隐患排查治理，

发挥每一名矿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排

查整改不到位导致重大隐患依然存在的企

业，也要追究责任，激发企业主动查隐患

的内生动力。《意见》 建立了一套全过程

风险动态管控工作机制，就是要推动矿山

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由此可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的落

实，把安全生产工作的关口前移，实现超

前防范，及时把各类事故隐患消灭在萌

芽之中，是最大力度降低事故发生概率

的必要之举，也是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

要求。无论是个人，还是生产企业，抑

或是相关安全生产监管部门，都该剔除

侥幸心理，依法依规落实好安全生产责

任，把事故预防工作做实做足。这也是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

应有之义：除了事后的反思、追责、补

漏，更要强化源头治理，通过清晰而有

力的全链条安全责任落实，实现全过程

的风险防范，从而在源头上避免重大安

全事故的发生。

事前预防是减少安全生产事故的必要之举

□ 陈之琪

当大学生合上课本、走进农田，会与

种粮大户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据央视新

闻报道，在湖南永州冷水滩普利桥镇，8
位即将毕业的农学专业专科本科连读大

学生钻研妙招、下地种田、拜农民为师，

还勇于与当地种粮大户“打擂台”。从收

割前的测产结果来看，相比当地种粮大

户每亩 900 斤的产量，大学生们的产量

每亩只少了 24斤。“新农人”的亮眼成绩

令当地人惊奇赞叹，甚至让种粮大户“脸

面有些挂不住”。

初出茅庐的学生之所以能“打破成

见”，种田成果直追经验老到的农人，凭

的是一股创新劲头和实践能力。“以水控

草”“以虫治虫”“稻鸭模式”……这其中

既有拜农民为师收获的经验技巧，也有

对书本知识的探索活用，前沿知识与经

验智慧同样不可或缺。在近半年时间里，

这群大学生以脚步对话土地，从种田养

护、除草除虫到对接销售、寻找市场，他

们统统接手，多方面锻炼了动手实践能

力。一次生动的“田间课堂”，启发了农田

种养的新思路，展现着一群年轻人的自

主探索与成长。

年轻学生和老一代农人积极对话、

相互启发，共同孕育着科技兴农的新路

径、新力量。在湖北武汉，有年轻人在校组

建创业团队，通过开发电子商务、融入科技

手段，为当地农产品打开销路；在河南周

口，有年轻人返乡创业、扎根农村，将生物

技术带回家乡，以期“用技术改变传统农业

模式”；在辽宁沈阳，有年轻人调研全国近

百家农业合作社，探索将农田管理接入物

联网系统，让新技术赋能农业生产……

以往，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感情往

往来源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来源

于祖辈经验传承。如今，令人可喜的是，有

一些在城市长大的年轻人以科技为媒、应

家乡之唤，仍然保有对土地的真挚热情、愿

意与一方水土紧密连接在一起。

近年来，还有许多地方通过开设“田间

课堂”、引入“科技特派员”等方式，积极推

动人才与土地建立深度联结。一批批青年

农业科技工作者奔赴基层一线、勇于挑起

重任，在服务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推

动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自身技术优势，让

前沿科技为农民增收提供切实助力。与此

同时，在书本学习、躬耕劳作、探索创新的

过程中，青年人才一方面得以将理念设想

付诸实践、在现实中得到锻造，另一方面还

深化培育自己对土地的认识与情怀，将自

己科技兴农的理想落到实处、细处。

期待更多年轻“新农人”在田间地头扎

根，成长为“兴农人”，为破解农业发展瓶颈提

供人才和智力支撑，助力“中国饭碗”端得更牢。

大学生让种粮大户“脸面挂不住”
科技兴农未来可期

□ 毕 舸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一些大病患

儿家属拿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想要获得

几千元的配捐，却连给出去的高额捐助款

都被骗走。2023年 8月，多位大病患儿家属

在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
称“儿慈会”）合作机构的志愿者柯某孝的

“配捐”项目中，就遭遇了如此骗局。

相关报道显示，目前，涉案人员柯某孝

已被拘押调查。儿慈会工作人员则表示，对

公众号文章内容审核确有把关不严的失职

责任。其背后更大的背景是，“配捐”在行业

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一些慈善机构甚至

把包括“配捐”在内的筹款项目，做成了有

体系、成产业链的“生意”。

从报道来看，在慈善行业中，一些

基金会和企业会承诺，公众每捐赠一笔

款项，他们就按照比例配套捐赠，这原

本是企业参与公益、履行社会责任的体

现。然而，这种配捐行为有被滥用并演变

成“套捐”的风险，给慈善行业带来多方

面危害。

首先，“套捐”乱象让人们对善款的真

实用途产生了深深的疑虑。“套捐”背后，是

某些基金会内部人员通过钻“配捐”模式管

理上的漏洞从中获利。而上述案例中的“志

愿者”柯某孝将手伸向大病患儿家属，将其

捐助款骗走，无疑会让大病患儿及家属的

处境雪上加霜。当公众发现他们的捐赠被

滥用，基金会将善款用于被救助者的承诺

只是空洞的宣传，破坏的是整个行业的公

信力。

“套捐”也对真正需要帮助的人造成了

伤害。当公众的捐赠被不当使用，那些需要

医疗援助、教育支持等帮助的人可能会因

为资源错配而得不到及时的援助。这对社

会公正和公平产生了极大破坏。

此外，“套捐”也对企业的形象和利益

带来了负面影响。企业参与慈善活动、提供

“配捐”服务的初衷是为了回馈社会、履行

社会责任。如果企业提供的公益资金流向

了少数人的腰包，不仅与其初衷背道而驰，

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企业财产的侵犯。

对于此类“套捐”乱象，相关基金会难

辞其咎。毕竟，所谓“志愿者”也好，所从事

的日常工作与基金会息息相关，所获取的

捐款等，大部分也由基金会来支配。当“志

愿者”出事，基金会不能以“其个人行为”为

由轻易卸责。

治理乱象的关键在于建立严格监管机

制。我国《慈善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自然

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假借慈善名义或者

假冒慈善组织骗取财产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查处。显然，“套捐”和“骗捐”行为已经触

犯法律。

今年 7月，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

展 2023 年慈善组织（基金会）抽查审计工

作的通知》。该通知显示，本次共抽查审计

民政部登记的慈善组织 （基金会） 24
家，抽查审计时间为 2023 年 7 月-9 月，

这其中就包括儿慈会。期待此次审计，能

够查清“套捐”背后该基金会存在哪些管

理漏洞，是否存在不作为乃至间接纵容等

问题，并依法对相关责任人问责。

从更长远的治理而言，政府应加强

对各类慈善基金会的常态化监管，确保

其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合规性。同时，

对于企业的配捐行为，也应有相关的规

定和审查机制，防止其成为操纵和滥用

的工具。

同时，支持配捐的企业也应提升监督

意识，不能将资金交由基金会自行处理后

就撒手不管，而是要聘请专业审计人士或

机构，定期对其项目进行跟踪审计，如此

既保证了资金流向的公开透明，督促基金

会做好信息公开，也让共同参与配捐项目

的大众资金安全性得以保障。

进一步强化对基金会等公益组织的管

理力度，减少监督死角，理应成为中国慈

善事业发展的方向，这也需要相关部门

和企业多加探索。比如，各级民政部门

如何提高日常监督的频次和有效性，从

而对基金会履责情况“常审常查”？针对

配捐，民政部门能否和参与企业加强信息

共享等机制建设，从而形成对此类项目的

监督合力？

企业“配捐”的钱何以流向少数人的腰包

近日，在广东阳江，网传高中生入厕需带通行证，引发热议。9月 25日，学校工作人员回应称，这个政策刚开始实行，此通

行证只限于晚自习期间使用，为了避免学生三五个人一起去厕所，方便学校管理。（九派新闻9月25日） 漫画：徐 简
通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