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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拼智力
网友：没有奥数功底不敢应战

今年“双 11”难觅直接打折，预

售、定金膨胀金、满减红包、直降红

包、返现券……除拼手气、拼网速，还

要比拼智力、体力。网友们纷纷吐

糟：“买个百十元的东西，得花几小时

研究各类规则”“没有‘奥数’功底不

敢应战”。

@人民日报

你的银行卡11月或被注销
银行：不会通知你

今年以来，银行对“沉睡”银行卡

的管理不断加码。近日，继招商银行

后，浦发银行宣布将于下月起清理

“双零卡”，即存款余额和应计、未计

利息数均为零的银行卡。值得注意

的是，银行注销此类银行卡并不会通

知持卡人，其他银行也在陆续跟进这

一举措。 @中国经营报

非 常道

李彦宏向科学家提问：
我们离癌症治愈还有多远

近日，2017 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暨未

来论坛年会在北京举行。会上，百度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向在场科学家提问：

“现在离治愈癌症还能有多久？”科学家对此表

示，目前在做很多有意义的研究，某些方面已

经取得了进展。比如说乳腺癌，在美国可以进

行诊断，比较准确。至于未来何时能够治疗癌

症，还没有明确的时间。 @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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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样看待“拾金索酬”的出租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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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抢跑”教育不能止于校长提醒
▋汪昌莲

今年 8 月至 11 月，10 所沪上知名“牛校”校长集聚在上海青

年干部管理学院，每隔一个周日与上海家长面对面对话，告诉家

长“如何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几乎所有名校校长都在提醒家

长——不要把孩子的宝贵时间浪费在“抢跑”上。（10月30日《中
国青年报》）

学校的大门，像是一把重新丈量这个社会的尺子。如果把孩

子的成长看成一场马拉松，那么上小学的那天，则理所当然地被

看成是真正的起跑。而事实上，在“发令枪”响起之前，明里暗里

的，那些各自铆劲儿、你追我赶的“抢跑”早已开始。此前有媒体

报道，一个6岁孩子的“学习清单”，英语词汇量4000左右，数学心

算1万以内加减法，语文会背千字文，在家长群中掀起了“惊涛骇

浪”；一名5岁孩子报英语培训班，培训机构居然说学晚了，更令

家长大惊失色。

可是，“抢跑”教育方式，不仅削弱了正常的教育功能，从长

远看，也不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从表面上看，“抢跑”教

育，或许暂时解决了孩子的生活问题和学习问题，但同时又会使

孩子失去独立自主、自我锻炼的机会。孩子在“抢跑”教育的重

压下学习和生活，不仅觉得没有一点自由空间，心理也会变得非

常脆弱，从而害怕失败，一旦他们学习成绩不好、学业受挫，将会

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至于5岁孩子已受过17项培优，更是将幼

儿教育“成人化”了，这种违背孩子成长规律的“抢跑”教育，已成

为一些孩子身心不可承受之重。

所以，对“抢跑”教育，不能止于校长“提醒”。“抢跑”教育，绝

不等同于早期教育。任何早期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孩子健康

成长。因此，教育部门应担负起义务教育的社会责任，加强对义

务教育的“减负”管理，坚决向“抢跑”教育说“不”。要加强对学

校和培训机构的监管，当好家长的参谋，引导学校和家长根据孩

子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教育方式，不拔苗助长，不搞一刀切，

根据孩子不同年龄段的心理、生理特点施教，让孩子们学得快

乐、学得有趣、学得有进步。

时事 乱炖 热点 冷评

多日来，灞桥区的孟

先生有点烦：坐出租车时

不慎落下了装有驾照和

几张银行卡的包，出租车

司机多方寻找到他，但在

归还物品时向他索要了

200元。孟先生认为，司机主动归还乘客

遗失物值得称赞，但要钱的行为实在不

可取。（10月30日《华商报》）
对于的哥“拾金索酬”行为，部分市民

认为“出租车是个特殊行业，拾到遗失物

的性质不像大街上拾到遗失物，这涉及

到职业道德素质。”不可否认，无偿归还

失物，符合拾金不昧的道德标准及文化

精神，不会引起异议。但由于的哥主动

索要因送还失物产生的误工费，被失主

投诉，将一件本为暖色调的事情，演变成

颇有争议的冷色调。

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规定，拾得

遗失物、漂流物或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

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

还。另外，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再次

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

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

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

付的必要费用。

事件中，的哥在发现乘客遗落在

车上的包后，主动寻找失主，几经周

折，最后通过失主包内驾照信息才联

系上失主，其间耽误了营运，并且为保

住乘客失物还付出了 50 元的现金支

出。的哥在归还乘客失物的这一过程

中，是存在支出费用的。

谈报酬不伤感情，对于类似事件，一

些城市已经做出了探索，如广州市公安

局出台的拾遗管理规定中就曾向市民征

求意见，其中有一条这样规定：有主失

物，失主要领回时，可自愿按遗失物价值

的 10%金额予以奖励拾金不昧者。这就

在某种程度上对有偿拾物的肯定。

随着争议的深入，社会公众最纠结的

可能还在于对“拾金索酬”与拾金不昧之

间的矛盾。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在

“悬赏寻物”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的前提

下，有偿归还失物，不仅缩短了归还时

间，为社会和个人节约了成本，更重要的

是，激励了拾金不昧的善举。

因此，笔者以为，的哥“拾金索酬”的

做法无可厚非。毕竟，他并没有藏匿或

者推脱，而是主动把包先拿到手，再主动

返还失主，不仅是拾金不昧行为，更有着

一份职业责任在里面，其合理的索酬要

求应当获得一定的理解和支持。

▋刘剑飞

多管齐下阻击“酱油致癌”类的谣言

近日，一则消息在网络流传：“根据国家卫生部门

公布：国家标准的粮食酿造酱油有国家标准代码，酿造

酱油代码为GB18186。凡没有这个代码的酱油，都是

化学黑焦糖勾兑产品，食用后使人患上肝癌！市场上

所有酱油，不管是不是名牌，只要没有这个代码一律不

要购买！赶快转告亲友不要买，买了也要扔掉……”

（10月30日《春城晚报》）
从记者调查的结果来看，所谓的酱油致癌纯属无

中生有，毫无科学可言。事实上，对于酱油的生产原

料以及加工流程，很多人并不知情，也不知道酱油代

码的规定和意义，这就给谣言的产生制造了机会，乃

至以讹传讹，不仅严重影响了市民消费，也损害了市

场秩序，如果不加以遏制，很容易导致社会恐慌，甚至

影响到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可以说，酱油致癌的谣

言来势汹汹，需要多管齐下，合力阻击。

首先，加强科普，让公众做一个“知者”。有必要

建立权威的辟谣机制，对出现的谣言及时发出权威声

音，一方面可以有权威机构对相关产品进行检验检

测，得出科学结果，用事实说话，消除公众误解；另一

方面可以针对谣言，开展相应的实验进行比对，用科

学击破谣言。

其次，加强教育，让公众在谣言面前做一个“智

者”。加强对公众的食品安全教育，提升和普及公众

的科学水平，自觉做到不传谣，不信谣。可以向公众

讲解食品的加工原理，公布制作流程，通过这些来提

升公众的科学精神，消除公众质疑，阻击谣言泛滥。

再者，加强法治，让谣言止于“治者”。一些时候，

一些谣言完全是一些人无中生有炮制出来的，这就需

要加大对谣言的打击力度，查找谣言来源，挖出谣言

的始作俑者，对制造、散布谣言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和惩罚，通过法治来遏制和阻击谣言出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