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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标准刷牙姿势公布
①刷牙时间不少于 2 分钟，牙

刷3个月左右换一次；②刷牙齿内、

外表面时，保持刷毛与牙齿表面呈

45°角斜放；轻压在牙齿牙龈交界

处，来回颤动牙刷；上牙往下刷，下

牙往上；③清洁前牙里侧时，把牙刷

竖起，上下轻刷；④不要忘记轻刷

舌头表面。 @每日经济新闻

你知道小偷“长”啥样吗？
①看神色：常盯着兜、包，两

眼四处打探；②观举止：紧随目

标，用胳膊试探衣兜；③听语言：

常说“黑话”，掏包称为“背壳子”；

互称“匠人、钳工”；上车行窃叫

“上车找光阴”；把上衣兜叫“天

窗”；下衣口袋称“平台”；裤兜称

“地道”。 @人民日报

非 常道

蔡昉：机器人天生就不是我们的朋友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日前在谈

到机器人对就业和社会的影响时表示，技术

也好、机器人也好，都是因为生产要素相对

价格的变化而被人们发明、应用起来，以替

代更高价格的生产要素。当工人变贵，就发

明出机器人替代工人，因为成本更低。机器

人自被发明出来那一天开始，天生就不是我

们的朋友。 @新华网

爆款公益如何叫好又叫座

＞

▋夏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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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一个名为“分

贝筹”的爱心活动刷爆了

微信朋友圈。活动页面

宣传“一元助 TA 改变命

运”，用户输入自己的生

日，可寻找和自己生日相

同的贫困学生，为其捐赠一元钱。然而

不少网友贴出的照片显示，同一个受助

的贫困学生，却在不同的生日界面中出

现，而且名字也不同，甚至信息还显示有

贫困学生出生在2009年2月29日。（12月
24日中新网）

“同一天出生的你”募捐活动，近日刷

爆了朋友圈。在传统慈善公益项目囿于

机构公信力下降、信息透明度不高等痼

疾，民众缺乏信任度与参与感的语境之

下，类似于“同一天出生的你”“一元画”

等创意足、金额小、参与方便，且与民众

“息息相关”的公益活动，越来越受到民

众青睐，成为一个个爆款公益项目。

爆款公益项目，传播快、覆盖广、筹款

多，自然多多益善。但爆款公益项目的

副作用同样不容小觑，因其覆盖范围广，

一旦发生筹款项目失实，甚至诈捐等行

为，那损耗的民众对慈善公益的信任也

将与其覆盖范围成正比。

对于网友质疑“同一个受助的贫困学

生，却在不同的生日界面中出现，而且名

字也不同”等问题，“分贝筹”发布通报回

应称，活动在测试阶段被工作人员发到

朋友圈后传播开来，出现了信息错误和

界面不稳定的情况。

但愿回应属实，因为我们的慈善公益

事业实在经不起“狼来了”的折腾了。慈

善公益不好做，需要爆款项目来助力，但

前提是真实性有保障，否则就有消费慈

善公益之嫌疑，发起平台可能实现了名

利双收，收割了流量与知名度，慈善公益

事业的公信与民众的信任却被无端损

耗，最后注定只剩一地鸡毛。

对于这项良心事业，慈善公益从业者

应心怀敬畏，特别是在打造爆款公益项

目时，既要考虑传播效果，更要确保真实

可信，并尽最大努力消除可能会引发争

议的失误或瑕疵；而职能部门也应加强

事前监管，尽到对爆款公益项目资质审

核的责任。唯如此，才能避免爆款公益

虎头蛇尾的尴尬，实现叫好又叫座。

“游戏成瘾列入精神病”是一个警讯
▋钱夙伟

世界卫生组织

将首次把游戏成瘾

作为精神疾病列入

明 年 发 布 的 新 版

《国际疾病分类》。

“围绕沉迷游戏可

能导致‘精神紊乱’

甚至成瘾的讨论已

经 持 续 了 很 长 时

间，世卫组织此举

是在这一方向上迈

出 的 坚 实 一 步 。”

（12月 24日《每日
经济新闻》）

谁都清楚精神

病是个什么概念，如今游戏玩家基本上是年轻人，游戏成瘾列入精

神病，对他们今后的负面影响不可避免。更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我

国城市网瘾青少年约占青少年网民的14.1%，约为2404.2万人。而

且，由于网民队伍的不断扩大，也势必有更多的网民沉溺网游而不

能自拔，成为新的网瘾者，尤其是这当中，还有400万未成年网民。

网游让人上瘾，固然是因为缺乏自制力，但更在于网游的“成

瘾性”，而这也正是开发商借此赚钱的法宝。为尽量延长玩家在线

的时间，游戏无不极其复杂，种种设定让游戏玩家被游戏牵着鼻子

走，对于缺乏鉴别力、更缺乏自制力的未成年人来说，大多难免要

迷失在这样一个充满迷幻的虚拟空间。而网络游戏中的凶杀暴

力，因为对玩家产生的强烈心理暗示和诱导，更已经成为现实犯罪

的诱导唆使因素之一，不少青少年因此走上犯罪道路。

游戏管理的失序和混乱，是造成网瘾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

例如，防止未成年人沉溺于网络游戏的“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网

游实名制，缺乏有效的落实。而2002年起施行的国务院《互联网上

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中“不准通宵营业”等规定，更早已成为

一纸空文。

当下，移动游戏被认为最有发展潜力。今年中国游戏市场规

模将达到260亿美元，而2021年将提高到350亿美元。在未来5年

内，中国游戏玩家数量和游戏营收将迅猛增长。显然，对网游行业

监管的乏力，说到底是因为摆不正网游产业发展与消除网游负面

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然而，与玩家的身心健康相比，到底孰轻孰

重？“游戏成瘾列入精神病”是一个警讯，面对这一严重的社会问

题，相关部门该有所作为了。

楼市调控重在平抑“虚假繁荣”
▋唐卫毅

2017年即将过去，2018年楼市的调控政策成为

大众关注话题。12月23日，住建部部长王蒙徽在全

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表示，明年将针对各类需

求实行差别化调控政策，满足首套刚需、支持改善需

求、遏制投机炒房。同时，去库存任务再深入，步入县

域去库存的新阶段（12月24日中国新闻网）。

其实，当前的楼市虽然趋于降温并且保持了

一定的平稳，但是总体来看，仍呈现出“虚假繁

荣”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不能促进

房地产市场的更加平稳健康发展。一方面，楼市

的市场需求仍存在“失真”的情况。比如，当前楼

市的购买力依然强劲，但是其中有多少是真正的

“刚需”？又有多少是在“投机”？恐怕缺少清晰、

精准的数据分析。

楼市与需求的不对称，是“虚假繁荣”中暴露

出的大问题。比如，随着房子成为家庭中最重要

的资产，买多套房的人越来越多，导致人户分离

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许多买得起多套房的人自

己不住，而迫切需要住房的人又买不起一套房，

这样的局面势必造成大量房子向少数人手里聚

集，制造了楼市的虚热和利用率的降低，而那些

刚需的群体却仍然面临着“望房兴叹”的尴尬。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创新经济发展的思维和

智慧缺乏，仍在渴望加大房地产投资，以求拉动

经济；一些开发商也想从中再狠赚一笔；一些有

钱人也想从炒房中囤积更多的暴利，这些结果将

让众多打拼的年轻人只能站在旁边观看，从而对

楼市失去信心。

所以说，调控楼市，去库存都很重要，但目前

仍需要认真反思楼市的政策，尤其是对于去库

存，不是想方设法卖掉空置的房子，而是要看空

置的房子卖给谁，如果卖给了炒房者，“刚需”者

还是买不起，这样的去库存又有何意义呢？由此

来看，调控楼市需要祭出更高明的智慧和举措，

来平抑楼市的“虚假繁荣”，只有当“刚需”的年轻

人凭借自己的努力，能够付得起首付，能够靠基

本的贷款买得起房时，这样的楼市才是合理的。

否则，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炒房现象也仍将不

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