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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不法分子盯上老人的智能手机
■ 钱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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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冷评 对酒店变味的“托娃套餐”理当叫停
■ 刘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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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下午，一架

东航波音737客机在广西

梧州藤县发生坠毁，据中

国民航局网站发布消息

确认，该客机在执行昆

明-广州航班任务时于梧

州境内坠毁，机上共 132 人，其中旅客 123

人、机组9人。事故发生后，各种消息在网

上开始流传。其中一些被证实为谣言，有

一些尚未得到证实。（3月22日正观新闻）

东航客机坠毁事件引发了全国网友公

众的广泛关注，目前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

而当大多数网友都在为了飞机上的旅客、机

组工作人员祈祷，希望能有奇迹出现的同时，

一些网络谣言也开始在大肆传播。坠机事件

发生以后，竟然先后有20多位网友表示自己

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这个航班，成为了所谓

的“幸运儿”，但经过媒体的求证，仅有两位旅

客错过航班的消息得到了证实。

与此同时，有人“神预测”今年 3 月份

有飞机坠毁的事件；云南昆明某公司有 7

位身家不菲的高管都在这架飞机上；飞机

在坠毁之前发出了被劫机的指令等等谣

言，也纷纷开始出现。尽管这些谣言的“生

命周期”都很短，很快就被权威媒体辟谣，

但一方面还是有人信以为真；另一方面，很

多网友只看到了谣言，却没有看到辟谣，所

以仍旧被蒙在鼓里。

这些围绕飞机失事产生的网络谣言，

有些纯属是恶作剧，有些则是为了蹭热点、

吸引流量，但是不管目的何在，它们所带来

的负面后果，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首先，

飞机坠毁事件举国关注，而网络谣言则是

混淆视听，不但浪费了无数网友的时间和

精力，造成错误信息的传播，而且也浪费了

无数的公共资源进行辟谣。

其次，面对飞机失事，现在最揪心，最

痛苦的，莫过于飞机上的旅客和机组人员

的家属，而这些造谣者，却杜撰出自己是错

过航班的“幸运儿”，或者是某个公司多少

人在飞机上等谣言，不但是对生命的极大

不尊重，而且也严重伤害了机上旅客和机

组人员亲人家属的感情。

天灾也好，人祸也罢，面对这样的意

外事故，我们可以围观，可以为飞机上的旅

客祈祷、祝福，但无论如何，不能少了对生

命的基本尊重，更不能杜撰和传播谣言，为

救援工作添堵添乱。

多些对生命的尊重少些网络谣言
■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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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生宝贵，愿你不负自己

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愿你珍

惜身体，改掉不好的习惯，别等失去

才知健康可贵；愿你珍惜光阴，不浪

费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愿你珍惜

相逢，真心以待，不负所寄……人生

很长也很短，好好去爱身边人，不负

过往和将来，成为想成为的自己。

@人民日报

近日，南京多家酒店推出的“托娃套餐”

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在众多“托娃套餐”

中，南京一家酒店推出的“托教套餐”显得与

众不同，除了“托管”服务，还提供“英文基础、

日文基础、语数辅导”等学科类辅导业务，再

次引发网友热议！（3月22日扬子晚报）

一些酒店开发“托娃套餐”，委实是值

得称道的创意。当下，由于疫情的缘故，酒

店餐饮业受冲击最大。即便是一些高端酒

店，也不得不“闭门谢客”。问题在于，企业

要生存，职工要工资，毕竟不能一关了之，

无疑就要在夹缝中求生存。

开展“托娃套餐”就是不错的选择。一

则酒店有“托娃”的资源优势，且客房、餐饮

“高大上”；“三年的疫情对酒店行业冲击非

常大，企业有点接不上气了，总要想办法做

点事情为企业拼条出路。”

二则不少家长有“托娃”的内需。时

下新冠疫情时起时伏，如何安放孩子实

在是块心病。“托娃套餐”正好解决了部

分有孩家庭无法照顾孩子的痛点，再加

上“良心价”，二者很容易一

拍即合。

用媒体的话说，酒店在符

合当地防疫政策和规定的情况

下，寻求市场新痛点，积极自

救，是一种探索。只是在我看

来，务必“货真价实”，切切不可

以托管之名，行培训之实，“挂

羊头卖狗肉”。很遗撼，确有酒

店推出了“托教套餐”，所谓“一

对一科普课程任选其三（英文

基础、日文基础、韩文基础、语

数辅导、儿童基础舞蹈）”。如

此“托教套餐”与国家教育的

“双减”政策明显相违。不仅加

重了教育的“内卷”，且加剧了社会焦虑。

日前，中青报曾报道“普职分流”被很

多父母认为是孩子在中考时会被“淘汰”到

中职，令父母充满“普职分流恐慌”。事实上

升学竞争的压力正进一步下移到初中甚至

小学。“不好好学习，将来只能上职高”，正成

为不少父母的口头禅。虽说时下正在落实

“双减”目标，可更多的家庭比原先更拼。尽

管一些校办机构有所收敛，但变相的辅导，

“午托”“晚托”依旧流行。无疑，对此务必引

起决策层的警觉。同时，亦当强化对变了味

儿的托管服务监督，该叫停的当一律叫停。

你的修养
藏在对别人的态度里

以平和的态度对人，既能让自己

心情愉悦，也使得他人感到舒心。以

冷漠的态度对待他人，会伤害彼此之

间的感情，同时也会把对方拒之于千

里之外。

修养越高的人，越懂得善待他人。善

待他人的同时，也是尊重自己。 @新华社

随着我国老年网民的急速增加，一些

别有用心的不法商家就盯上了这一庞大的

消费群体。最近，很多消费者投诉，家中长

辈手机上有多笔不知情、未告知的所谓 1

元保的“互联网保险扣费”记录。这些保险

号称“首月 0 元、1 元”“免费领取”，给人优

惠的错觉，实际上是将保费分摊至后期，消

费者并未真正享受到保费优惠。（3月22

日央视财经）

实际上，网络上不乏这样针对老年网民

的陷阱。虽然现在很多老年人跨过了“数字

鸿沟”，但实际上仍是“网络小白”，辨别能力

较差，因而陷入不法分子编织的各种网络套

路中。根据一项调查研究显示，虽然希望拥

抱“智能化”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但由于网络

世界存在许多“坑”，让老年人在跨越“数字

鸿沟”时“步履蹒跚”。于许多老人来说，“学

会了智能手机，但风险也增加了。”

老年人在融入智能化社会的过程中依

然属于“高危人群”，据认为，老年人不是网

络的“原住民”。虽然现在大多数老人已经

拥有了智能手机，而且许多老人的受教育

程度并不低，但他们并不能理解智能化场

景下的应用。“比如抖音，许多老年人无法

理解换脸技术和声音合成技术，他们固执

地认为，自己看到、听到的就是真的。”

显然，一方面，老年人在努力跨越“数

字鸿沟”时，“避坑”的能力十分有限。而另

一方面，通过微信群、钓鱼链接实施的网络

诈骗呈上升态势，尤其是具有隐蔽性和诈

骗性，更令老年人难以辨别。随着网上的

各种“坑”不断推陈出新，初学智能手机的

老年人基本上属于“高危人群”，已经成为

骗子的主要目标。

目前，教会老人使用手机，消除“数字

鸿沟”，让广大老年人群体真正享受到便捷

生活，已经成为正在普遍实施的民生工程，

但在这一过程中，应引起高度重视的是，

“学会了智能手机，风险也增加了”，教老人

使用智能手机，应同时教会他们如何“避

坑”。否则，刚跨越“数字鸿沟”，就“跌”进

“坑”里，显然是老人的不能承受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