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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改掉炒菜时的3个习惯

1.炒完菜马上就关油烟机：

厨房PM2.5数值会超过800；2.炒

菜后不刷锅接着炒：锅表面会附

着油脂和食物残渣，再次高温加

热可能产生苯并芘等致癌物；3.

剩下油炸的油仍用来炒菜：油经

过高温加热会产生反式脂肪酸

和有毒的油脂氧化产物。

@生命时报

多吃主食死得快？
专家：不适用于中国人

此前有文章引用著名医学期刊《柳

叶刀》发布的研究称，“多吃主食死得更

早”。中国营养学会常务理事李铎 26 日

表示，上述研究存在可疑数据，结论极为

危言耸听。在个别欧洲和北美人群中获

得的研究结果显示，“限制碳水化合物摄

入的可能益处”不适用于其他种族群体，

如中国人。 @中国新闻网

非 常道

贾康：以行政手段调控房价
并非长久之计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认

为，以非常严厉的限贷、限购、限价等行政

手段调控出来的房价稳定，不是长久之

计。如果没有新的可替代的技术性制度建

设发挥作用，到了一定时期不得不从一端

再摆到另一端，放松政策甚至取消限贷、限

购、限价，市场在这种波动过程中会产生种

种负作用。 @新华网

“代驾约来醉汉”呼唤监管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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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晚，镇江市

区，一名男子在喝酒后找

代驾开车，没想到代驾看

到交警后弃车而逃。交

警将这名代驾控制后检

查发现，他体内的酒精含

量远超醉驾标准。（12月 25日《现代快
报》）

随着酒驾禁令的出台，以及“醉驾入

刑”和号称“史上最严交规”的修订版《机

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颁布实

施，可以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的观念已日渐深入人心。基于此，代驾的

火爆、代驾行业的异军突起，显然也是件

好事。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疯长的市

场需求下，尽管发展多年，代驾行业依然

是“套路深深”，代驾纠纷也屡屡发生。

究其原因，代驾是个国内新兴行业，

自2003年全国首家代驾公司在北京注册

成立至今十多年来，目前仍没有专门针对

代驾的监管部门，这是个典型的无主管单

位、无准入门槛、无统一标准的“三无”行

业。一直以来，都是代驾公司和代驾司机

在自说自话，定价和服务不规范、长时间

等候、事故纠纷、财产损失以及“代驾约来

醉汉”等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当下又出现

了“代驾碰瓷”的新型骗局。如此种种，便

使得代驾行业在消费者心中的诚信度不

高，整个行业也呈现出了良莠不齐的发展

状态。

因此，笔者认为，要真正解除找代驾

市民的后顾之忧，让代驾行业得以蓬勃发

展，有关部门就要尽快出台相关的政策法

规，明确代驾行业的主管部门，并就如何

审批专业代驾公司经营资格、监督检查代

驾公司以及代驾司机的经营活动和服务

质量等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对服务中各

个环节制定完善的行业规范，在发生纠纷

时有效介入协助解决，提高代驾行业违规

成本。惟其如此，才能切实改变代驾“三

无”局面，让代驾正规军有章可循，让“黑

代驾”无机可乘，实现代驾与消费者的互

信互惠。

期待“微信身份证”

绝杀“奇葩证明”
▋杨玉龙

半月捉鸟超5000只

谁来管管“鸟媒”
▋钱夙伟

24 日上午，四川资阳市公安局通报破获一起利用录音

机诱捕鸟类的案件。该团伙捕猎鸟 5000 余只，仅用半个月

时间。护鸟志愿者告诉记者，利用录音设备吸引鸟类，随后

非法猎杀的案例在北京也常常发生，“以前直接用活鸟来吸

引别的鸟，现在基本都是用播放设备了。”（12月26日《北
京青年报》）

这种引鸟设备，被称为“鸟媒”，是利用鸟的习性吸引野

鸟的一种手段。把这一录音设备放置在鸟网周边，不停地播

放鸟叫的声音，来吸引别的鸟落网。有的鸟被网捕到后会挣

扎、叫喊，这些声音还会引来更多的鸟落到网上。用“鸟媒”

引鸟捕鸟，显然“效率”更高，成为鸟类最怕的杀手。

在保护鸟类成为共识的当下，乱捕滥猎鸟类已经是人们

的公愤。而且，我国已先后出台了许多保护鸟类的法规和条

例，《野生动物保护法》明文规定，“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及其生

存环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猎捕或者破坏。”用于引鸟

捕鸟的“鸟媒”除了不准使用，更应该从源头上堵截，严禁生

产销售。

然而，现在这种“鸟媒”可以在网络商城中轻易买到。比

如，在网络平台上，一家商户出售的一款无线扩音器，商品的

详情介绍中，强调其声音“自然逼真，无电流杂音”，在野外持

续播放 10 小时以上，并可以通过遥控器在 2 公里外进行操

作。而且，“鸟媒”声音目录中甚至出现了游隼、猫头鹰、兀鹫

等国家二级以上保护动物。一些录音还被特别标注是该动

物发情时发出的声音。以保护动物为捕杀对象，“鸟媒”已经

明显涉嫌违法。

“鸟媒”的“悄然兴起”，凸现出的其实是监管执法的滞后

和乏力。一是对于利用“鸟媒”引鸟捕鸟查处打击不力，比如

现在巡查发现“鸟媒”非法引鸟捕鸟的，更多的反而是护鸟志

愿者。二是对生产销售“鸟媒”，更几乎处于监管的空白，以

致网络平台上可以公开销售。显然，监管执法部门切实负起

责任，管住“鸟媒”，已经是当务之急。

哥俩“好” 王恒\漫画

12月25日，由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腾讯、建设银行

等10余家单位发起的“微警云联盟”在广州南沙成立。公安机

关现场签发了全国首张微信身份证“网证”。南沙警方“微警”

团队负责人闫栋告诉记者，“网证”是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推出

的身份证网上应用凭证，以身份证制证数据为基础，是公安部

认可的国家法定证件及身份凭证。（12月26日《羊城晚报》）
据悉，身份证“网证”由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在国家重大项目

支持下推出，是实体身份证芯片唯一对应的电子映射文件，通过

国家“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平台”签发。引入“微警认证”人脸

识别技术，AI系统自动比对用户身份信息、人像、身份证件的真

实性与一致性，可以随时随地用“网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对于公众而言，最大的期待是能够通过“微信身份证”来

随时随地证明“我是我”，而不会因为不能证明“我是我”来犯

难。众所周知，尽管公安部门取消了“我是我”等奇葩证明，但

是基于现实需要，类似“我是我”的证明还一定程度存在。随

身携带身份证，不仅麻烦也容易丢失，网上上传身份证正反面

照片，也存在巨大的信息安全隐患。

而据报道，有了这张“网证”办理线上、线下业务时，通过

“网证＋刷脸”模式即可完成身份认证，无需再携带实体身份

证和留存身份证复印件。一方面给持证人带来了便利，也能

够由此节省自证身份的成本；另一方面，对容易造成身份信

息“裸奔”的身份证复印件，也会因此寿终正寝，从而堵塞了

个人信息泄露的一条渠道；再者，更为治理“奇葩证明”提供

了可能。

尽管“微信身份证”能否绝杀“奇葩证明”，还有待实践的

证明，但也是令人充满了期待。新时代，就是需要“微信身份

证”这样的“科技范儿”。尤其是政务服务部门，就应该借助一

切可以利用的科技手段，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据了解，“网证”

已经应用于当地工商注册登记业务中，警方还正在与旅业、物

流寄递、银行等相关行业商谈合作，扩大“网证”的应用范围。

期待着，“微信身份证”一路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