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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基金之王达利欧：
最好的投资就是教育好下一代

在基金之王达利欧看来，好的投资包括教

育和基础设施，最好的投资是教育好下一代，

“如果我们在这样的领域没有进行明智的投资，

长此以往，经济本身的质量就会下降，这就是美

国现在的问题”。同时，达利欧还提到了人群中

的机会差距。他指出，在最穷的 60%的人当中，

很多人是没有太多机会增加自己的生产力，如

果这些人的生产力可以提高，会带来更好的经

济结果。 @新浪财经

□ 刘剑飞

时事乱炖

通缉令用嫌疑人童年照太敷衍

励志标语
莫“血腥”味太浓

□ 周家和

微声音

肥胖不仅难看，还让大脑老得更快

英国剑桥大学研究证实，体重超标的人，大

脑萎缩可能更严重。体质指数超过 25 的人，普

遍存在脑白质减少的情况。脑白质是大脑内部

神经纤维聚集的地方，这一区域的萎缩意味着

大脑的老化。 @生命时报

热点冷评

3月18日晚

间，有媒体报道

称，经过 3 个月

的测试，通过模

拟使用场景，对

安 卓 手 机 、

iPhone 和 iPad 上

的饿了么和美团

外卖进行多轮测

试后发现，谈话提及某种食物后，出

现相关推荐的概率高达60%~70%。此

外，也有用户反映，在刚谈到想吃什

么后，打开外卖 APP 就可见到对相关

店铺的推荐，疑似出现 APP 麦克风

“偷听”情况。(3月20日《成都商报》)

当前，曝光者与外卖平台对此各

执一词。站在曝光者的角度来看，多

次测试都发现相同的问题，点餐时所

喜好的食品，很快就成为平台精准推

送的内容，这不能仅仅用巧合来解

释，且通过 APP 收集用户信息在技术

上不成问题，在今年的 3·15 晚会上，

有一款名为“社保掌上通”的 APP 被

点名，正是因为这款 APP 能够远程接

收到用户的所有信息。由此看来，曝

光者和用户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

但美团和饿了么平台也会有自

己的看法。曝光者的说法只是一面之

词，而市场调查要采集到足够多的样

本，要符合统计说原理，要有严谨的

推论，这样才有说明力，不能凭借几

次场景模拟，甚至仅仅凭借个人感

受，就得出一个结论。更为关键的

是，调查者要有中立的身份，有可靠

的技术能力，有公认的权威，若不具

备这些条件，得出的结论就不可靠，

说不定会误伤外卖平台。

由此看来，涉事双方的观点与结

论都只能作为一种线索，对于这起事

件的相关疑点，有待权威的声音进行

释疑。相关部门有必要对外卖平台的

信息安全状况进行严格测试，假如经

测试发现存在媒体曝光的现象，就应

该给予相关外卖以惩罚，并堵塞住这

个信息安全漏洞。若没有，也可以还

外卖平台以清白。

更可靠的信息安全防范措施，不

是出现质疑然后再去释疑，而是防范

于未然。包括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

在内的所有监督主体，都有必要强化

对相关服务软件的日常监督，避免出

现“一关注就解决、一松懈就反弹”等

现象，让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随时

都能得到更好保护。

□ 杨玉龙

外卖平台“偷听门”需权威声音释疑

临近中考，贵州省贵阳市一些学校挂出了

一条条高悬的打气横幅，各初三班级更是打出

自己的励志“迎战”标语，喊口号，表决心，文采

飞扬的“初三族”们霸气外露，“要成功、先发

疯，下定决心往前冲”“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

学”……（3月20日《贵阳晚报》）

可能有人会说，这只是一种比喻和夸张的

文学手法，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些标语燃起学生

的激情和热血，为他们打一针迎考备战的强心

剂，可他们忽视了孩子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才

是最重要的。笔者以为，要求学生努力学习备

考是很有必要的，但这种“血腥”味太浓的标语

还是不要为好。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特的自

己，有自己的个性和特长，只要尽力了就行，为

何非要死撑着以至学到“发疯”和“往死里学”

的境地，这与教育的本意是相抵触的。

学习是动态的，学无止境。中考、高考不

是一锤子买卖，没有考上重点高中和大学的学

生并非失败者。无论是中考、高考都只是人生

长跑路上的一段路程而已。这一段落后了，后

面还有很多机会可以迎头赶上。一考定不了

终身前途，生命和健康是考生的分数换不来

的。有时压力过大，“血腥”味太浓的励志标

语，效果反而适得其反。

近日，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2019 中国青

少年儿童睡眠指数白皮书》，其中提到中国青

少年普遍睡眠不足，影响孩子睡眠的第一因素

是课业压力，试想，有这样的“血腥”励志标语，

普通成年人看了都会有逼仄压抑之感，何况是

一些未成年的学生，他们怎么会不“欠眠”？学

校应该多疏解学生的紧张情绪，保障他们有充

足睡眠，更好提高学习效率，而不是让他们心

绪更乱，火上浇油。

多年来，我们许多家长和社会上一些有识

人士呼吁，改革中考、高考模式，试题内容要从

考查“记得住的知识”为主向“带得走的核心素

养”转变，将育人视野再扩大一点，以有利于更

好发挥学校教书育人功能。愿众多今年中考、

高考的孩子们努力学习拼搏，用正常平和的心

态来迎接人生路上的一次挑战。

3 月 19 日，云南

镇雄县公安局发布悬

赏通缉百名在逃犯罪

嫌疑人的公告，其中

多名犯罪嫌疑人的照

片 明 显 小 于 实 际 年

龄。面对“用童年照

追逃”的质疑，镇雄警

方回应称，“因为嫌疑

人‘犯事’后一直外

逃，找不到近照和‘犯

事’时的照片，只能用

能找到的照片。”3 月

19 日晚间，该悬赏通

告已被删除。（3月20

日《南方都市报》）

通缉令是公安

机关依法追缉逃犯而制作的法律文

书。目的在于利用群众的力量，对逃

犯形成合围，达到抓捕归案的目的。

也就是说，发布通缉令是方便群众辨

认举报的，这就需要警方提供的信息

必须真实准确，这样才能起到效果，

可是这些通缉令上使用的却是犯罪嫌

疑人的童年照片，有的照片甚至是几

十年前的旧照，这样的通缉令让群众

如何辨认，如何能发挥通缉效果？

没错，一个人的骨骼和五官在童

年时期已经基本定型，但是长相却可

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即便

是小时候熟悉的人，长大后也很难一

眼认出来。更别说那些从未见过犯罪

嫌疑人的群众。童年照不仅不利于辨

认犯罪嫌疑人，甚至可能给群众造成

误导。因此，笔者以为，发布童年照

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是对群众的

敷衍应付，也是对法律的不负责任。

既然发布通缉令，就应该考虑到

现实效果，做好设计，为群众辨认提

供方便。现代社会，科技发达，拍照

已经不是什么难事，谁还没有几张近

期照片，公安机关不能只盯着系统内

的照片库，还应该积极深入到犯罪嫌

疑人的家中、学校等单位，去寻找接

近“犯事”时的照片，最大限度地满足

群众辨认需要。即便没有近期照片，

也可以尽可能详细描述犯罪嫌疑人的

身体特征，比如，相貌特点、身高、体

重、衣着等，为群众辨认和举报提供

参考与支持，而不是用一张童年照来

“滥竽充数”。

目前，当地警方已撤除“娃娃脸”

照片，但是撤除照片并不等于可以停

止通缉和追捕，这就需要警方采取替

代措施，实施更加积极和严谨的举

措，加强对在逃犯罪嫌疑人的追捕，

不能让这些“危险分子”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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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