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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银保监会：
严格落实“房住不炒”等五大要求

近日银保监会针对近期部分房地产信

托业务增速过快、增量过大的信托公司，开

展了约谈警示。银保监会提出五点要求：①

要求信托公司严格落实“房住不炒”总要求，

严格执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和现行房地

产信托监管要求；②要求提高风险管控水

平，确保业务规模及复杂程度与自身资本实

力、资产管理水平、风险防控能力相匹配；③

要求提高合规意识，确保房地产信托业务稳

健发展；④要求控制业务增速，将房地产信

托业务增量和增速控制在合理水平；⑤要求

提升受托管理能力，为房地产企业提供专业

化、特色化金融服务。 @21世纪经济报道

□ 杨玉龙

面对“买车返现金”应少些贪欲

时事乱炖

如果有人提出买车先缴预付金，

事后再返现的“优惠”时，一定要小

心。4 月中旬，北京朝阳公安分局东

坝派出所接到多名事主报案，称在参

与购车返现金优惠活动时被骗。（7月

7日《北京青年报》）

据悉，这些骗子编造购车返现金

优惠的消息，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发

布，吸引一些有买车需求事主的注

意，在陪同事主到4S店办理购车手续

后，告知事主：享受1万元至3万元不等

的现金优惠，需先向公司支付一部分预

付金。待公司报请手续后，再将预付金

及购车优惠金一并返还事主账户。而

消费者往往就是“美梦一场空”。

不难发现，“买车返现金”骗局就

是相中了消费者贪图便宜的心理。

看到优惠两个字就感觉是占到了便

宜，殊不知便宜的背后就是陷阱。加

之，消费者防范意识差，以及相关消

费知识欠缺，往往就会中陷阱。

面对“买车返现金”就应少些贪

欲。要知道，享受 1 万元至 3 万元不

等的现金优惠，这样的优惠比例越诱

人越应该多加防范。尤其是，从网上

搜来的优惠信息，更不能轻易相信。

因为这些“工作人员”往往就是冒牌

货，正规商家也不识其本真面目，而

且一旦中招，正规商家在维权方面往

往是爱莫能助。

除去少些贪念，消费者理性消费

很重要。一方面消费应选择官方渠

道，即便有“买车返现金”活动，也应该

以官方的为主，比如在4S店买车，就须

认准4S店优惠活动；另一方面多些商

家的资质审核，无论是网络上搜索到的

“工作人员”及相关优惠活动，还是 4S

实体店，都应该对其背后的资质及口

碑多些核验，谨防被冒牌货所伤。

同样，消费者在消费时也应注意

消费证据的留存，这也是事后维权的

需要。尤其是购买汽车这样的大件物

品，更应该多留几个心眼。更何况，即

便没有“买车返现金”这样的优惠陷阱，

也保不齐有其他的套路等着。于消费

者，既应多看多学，对于前车之鉴多些

警惕，更应该注意相关消费法律知识的

学习，善于用法律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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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人民

网记者上传同一

张宠物狗的照片

充 当 处 方 下 单 、

在多家网上药店

平台均通过了审

核 一 事 ，经 媒 体

报道后引发舆论

聚焦。无处方销售处方药、在线问诊

不到一分钟生成处方、用药人不用实

名认证……（7月6日中国新闻网）

药品为医疗服务，这是诊疗应该

秉持的基本原则，因此可以“有医无

药”，但不能“有药无医”。

没有医疗行为作为保障，药品的

风险就会大增。在现实诊疗活动中，

医生使用处方药会十分谨慎，他们习

惯于将药品的毒副作用考虑在前，在

用药过程中还会观察患者的反应，以

便发现异常随时调整用药。但电商

没有经过医疗过程就售卖处方药，处

方药使用就无法做到有的放矢，调整

用药更加无从谈起，如此乱用药，不

仅治疗作用毫无保障，而且毒副作用

难以控制。近年来，网售处方药导致

的死伤事件已发生多起，也反衬出

“有药无医”的巨大危害。

治理网售处方药的方法或许很

多，但根本的一点，是要围绕“医”和

“药”两者的关系展开。治标之策，是

要严厉打击“有药无医”的行为。网

上不凭处方就销售处方药的行为，既

可以当成违反处方药管理规定的行

为，也可以当成非法行医行为，尤其

在电商平台上冒充医生开处方，或者

把假处方当真处方用，都存在将之定

性为非法行医的理由，进而给予这类

行业更严厉的惩罚。

治本之策，则需让有医疗资质者

在网上销售处方药，尽快填补网售处

方药这项空白。当前，我国禁止网售

处方药，但互联网诊疗如火如荼，需要

通过网售处方药来配合完成远程诊疗

的整个过程，一概禁止网售处方药恐

无法解决问题。为网售处方药解禁，

让有资质的医疗机构经过规范的诊疗

过程之后，通过网络销售处方药，方能

将“有药无医”等违法网售处方药模式

挤出市场，更让“宠物照片当处方”等

奇葩做法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

用法律和技术治理
食品安全谣言

□ 何勇

近日发布的《2018 年食品安全谣言治理

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食品安全谣言数量整

体呈下降趋势，食品安全谣言的全链条、智能

化、立体治理格局还有待完善。调查显示，这

些盛传的食品安全谣言一般有以下特征：不

顾事实，夸大其词；张冠李戴，杜撰权威；假意

关心，利用心理；偷换概念，违背常识；伪装科

学，试验作证。（今日本报11版）

“谣言止于智者”。终结食品安全谣言惑

乱人心，就必须推动食品安全谣言“靶向治

理”，彻底铲除食品安全谣言产生的土壤，法

律与技术手段一个都不能少。

从法律手段说，对造谣者要用重典、下猛

药，切实加大对食品谣言制造、传播者的处

罚、追责力度，让法治承担起扼杀食品谣言

的“终结者”角色。一方面，对制造、传播食

品谣言者以及幕后雇主，轻则要依照《食品

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给

予治安处罚，重则要以损害商业信誉、商品

声誉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有必要考虑

推动造谣食品安全直接入刑立法，改变目前

造谣食品安全拘留几天了之的局面。另一方

面，应当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要求造谣

者赔偿给食品行业从业人员造成的直接和间

接经济损失，这既可以鼓励利益受损方个体、

集体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诉讼。

从技术手段说，让技术发挥辟谣功能。

一方面，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精准辟谣。职

能部门要及时、快速组织专家学者发布辟谣

信息和公布科学、正确信息，自媒体平台要

及时向广大用户特别是阅读过食品谣言信

息的用户不停推送辟谣信息，直至用户阅读

辟谣信息，达到以正视听效果。另一方面，

加强食品安全科普工作，让科普跑在谣言前

面，真正实现谣言止于智者。职能部门要根

据季节性特点，联合权威媒体、门户网站、自

媒体平台，及时发布季节性科普知识和辟谣

信息，提高大众认知，让食品谣言失去市场。

科学家在果蔬中发现抗癌分子

英国帝国 理 工 学 院 研 究 人 员 分 析 了

7900 个提取自果蔬的分子，发现其中 110

个分子具有抗癌潜质，因为这 110 个分子

与抗癌药成分非常相似，其中最主要的成

分是类黄酮。研究人员也列出了含抗癌分

子最多的 8 种食物，其中甜橙、葡萄、胡萝卜

含量最多。 @梨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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