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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
法院的宣判，一个“远程诊病”团伙终于浮出
水面。这个团伙成员超百人，紧盯男科疾
病、妇科疾病患者的“难言之隐”，在全国进
行“远程诊病卖药”实施诈骗。仅有据可查
的受害人就近9000人，涉案金额逾1000万
元。（2月5日《新京报》）

成本几十元的药品，经过“包装”之后摇
身一变成为“特效药”，售价是原来的少则几
倍多则数十倍；业务员经过培训后只要照本
宣科就可以成为专家，让许多患者对“专业
人士”深信不疑；当患者反馈“特效药”没有
效果，就由“资深专家”接手，实施二次或者
多次诈骗……并不高明的骗局，为何这么多
人上当受骗？

患上男科疾病、妇科疾病的患者承受着
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他们有迫切治疗好
疾病的强烈愿望；当“病急乱投医”遭遇“难

言之隐”，一些患者不愿意到正规医院接受
专业治疗，而是试图通过偏方或者远程治疗
来实现“药到病除”。渴望立竿见影的“捷径
心态”，让他们偏爱“特效药”。

这是一种尴尬的现实，这也是一种纠结
的处境。在许多人的刻板印象中，男科或者
妇科疾病都和“私生活”有关，从而对患者进
行道德鞭笞与精神矮化。担心“难言之隐”
被泄露，为了避免被标签化、污名化，一些患
者不愿意通过常规渠道来接受治疗，而是渴
望通过一种“匿名”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体
面与尊严。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在《污名：对受损
身份的管理》一书中，对污名化做了生动的
阐述。他认为，将人从“完整的、正常的人”
降级到“沾上污点的人，被贬低的人”，被污
名化的人被赋予了某种不光彩的色彩。污
名化的过程分解为贴标签、原型化处理、地

位损失、社会区隔和社会歧视。这一切，在
男科疾病、妇科疾病患者身上得到淋漓尽致
地发挥。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体状况、生活经历
和生活方式，患上男科疾病、妇科疾病的原
因也不同。面对他人的不幸，一些人喜欢先
入为主进行“恶意揣测”，将疾病与他人的道
德品行和操守进行生硬的关联，在无形之中
加剧了这些患者的痛苦和负担。

一些患者由于先天或者后天的偶然因
素导致的疾病，却被人贴上了“不自重”“不
洁身自好”甚至“私生活混乱”的标签，让他
们承受了道德指责和舆论压力，遭遇“二次
伤害”。基于“惯性联想”，让一些患者热衷

“匿名治疗”,对患者心理的精准把握，让一
些骗子找到了“生财之道”。

只有让患者避免污名化的风险，他们才
更有信心去正规医院接受专业的治疗。

未成年人担任视频直播网站主
播须征得父母同意，所有学校将设家
长代表参与的校园欺凌多方联合处
置工作小组。武汉市新修订的《未成
年人保护条例》2月1日起正式施行，
《条例》动画宣传片也将上线。（2月5
日《中国青年报》）

这次武汉市的《未成年人保护条
例》修订包含了诸多方面，但在舆论
场，“所有学校将设校园欺凌处置工
作小组”，成为关注的焦点。这首先
源自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多发，社会
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其次则是因
为，建立专门的校园欺凌防治机构，
不只是地方的自选动作，而更是相关
规定要求的必选动作。

去年底，教育、公安、民政、妇联
等11部门一齐向学生欺凌行为“亮
剑”，共同印发了《加强中小学生欺凌
综合治理方案》，其中明确规定，加快
推进校园视频监控系统、紧急报警装
置等建设，建立健全防治学生欺凌工
作各项规章制度，学校根据实际成立
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并且要求学校
发现欺凌事件线索后，应当按照应急
处置预案和处理流程对事件及时进
行调查处理，由学校学生欺凌治理委
员会对事件是否属于学生欺凌行为
进行认定。

武汉《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要求
的是成立“校园欺凌多方联合处置工
作小组”，虽然具体名称与方案中所
规定的“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有所
不同，但其性质和主要功能应该差不
多。即都是专门作用于对校园欺凌
的防治，从欺凌线索的发现到认定、
处置，都由专门的机构负责。具体构
建上，也要求是多方参与。此前有教
育专家称，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主要
应该由校长代表、教师代表、家长代
表、学生代表、社会专业人士等组成，
而武汉的校园欺凌多方联合处置工
作小组，也明确要求必须有家长代表
等群体参与。

近年来，随着校园欺凌现象的日
益常见，校园欺凌防治的专门化、专
业化呼声日高。此前，最高检相关负
责人也表示，鉴于检察机关在处理校
园欺凌和暴力违法犯罪案中，发现存
在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问题，建议
推动未成年人案件办理专门化。而
在校园建立专门的欺凌处置机构，无
疑是推动相关案件办理专门化的一
个重要的配套延伸。

事实上，以专门法律和机构规范
校园欺凌防治，也是国际普遍做法。
如日本不仅推动了校园欺凌的立法，
还建有专门的心理援助制度。这些
专业化制度和机构，有效改变了校园
欺凌防治被轻视，以及在处置上“避
重就轻”的惯性，同时也增加了处置
的科学性、系统性。

当然，成立一个专门的校园欺凌
防治机构并不等于万事大吉。成立
后，如何有效运转，还需要有专业化
的指导和相关资源的投入，这也是一
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而目前的当务
之急，就是推动各地尽快搭建好相应
的防治平台和机构，早一天成立，也
就早一天让校园欺凌防治纳入专门
化、专业化的范畴。

对“难言之隐”患者要少些污名化

近年来，随着校园欺凌现象的
日益常见，校园欺凌防治的专门化、
专业化呼声日高。

校园欺凌防治
应尽快专业化 驴友救援由谁买单，一直是热门话

题。在黄山，这一问题有了定论。今年1月
1日起实施的《黄山市实施〈黄山风景名胜
区管理条例〉办法》规定，该景区今年将启
动实施有偿救援，对违规逃票私自进入或
不听劝阻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陷入
困顿或危险状态等情形，求救的游客或驴
友，将由旅游活动组织者及被救助人承担
相应救援费用。（2月5日《安徽日报》）

近几年来，户外探险成了一些人的爱
好，很多驴友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户外探
险。但与此同时，一些人为寻求刺激，往往
在毫无准备和预案的情况下，无视警告、乱
闯禁区、违规探险，由此导致遇险事故。让
政府部门和民间志愿救援团队承担巨大的
救援风险和救援成本，甚至带来人身伤亡
等意外事件。因而，希望有偿救援制度的
实施产生倒逼作用，让这些“山寨探险家”
少些无端的冒险。

首先必须强调，公民陷入危险境地后，
政府有救助责任，这是世界各国公认的尊

重生命的基本原则。在接到遇险驴友的求
救后，相关部门必须无条件开展救援工
作。但无偿救援也好，收费救援也好，均需
要耗费巨大成本。据报道，四川亚丁景区
每次搜救平均派出30人，时间基本为2至3
天，即便在淡季，搜救成本也在3万元以上。

高昂的成本让很多景区难以承受。尤
其是，一些驴友未经许可或备案擅自进入
禁区而遇险，救援人员也很难预见险情程
度，面临着相当高的危险。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让搜救人员冒着风险救援犯错者，就
该让犯错者承担相应成本，这也是对权责
一致社会治理原则的体现，否则就可能形
成负面示范，让公共资源被无端浪费。

有观点认为，公安消防抢险救灾均是
免费的，因此不该向遇险驴友收费。该说
法完全站不住脚，对于天灾人祸，国家自然
负有救援和安置遇险者义务。对于其他如
失火等险情，消防部门救助遇险人员后也
要开展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也就是
说，这些救援并非完全“免费”，只不过是让

肇事人承担了罚款、拘留等其他责任。
在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法治社会，政府

对管理范畴内的危难，其负有绝对的免费
救助义务。但除此之外，虽然应当救助，但
涉事者也需要承担民事乃至刑事等法律责
任。任性驴友擅闯禁区遇险导致的救援费
用，自然不能全部由公共财政或者景区买
单。对此，旅游法明确规定，旅游者接受相
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应当支付应由
个人承担的费用。

户外探险不是随意冒险，更不是不顾
险情、无视警告的“偏向虎山行”。当然，推
行有偿救援时，理当平衡好景区和遇险者
的正当权益。只要驴友遇险，无论其是否
属于违规探险，均应先行采取救助行动。
事后再综合评判驴友的过错程度，对其施
加罚款或向其追偿合理的救援费用。这种

“两笔账分开算”的做法，既体现了生命至
上理念，又提高了任性冒险的成本。进而
让驴友理智慎重，多些对大自然、生命、规
则的敬畏，少些不负责任的随意冒险。

希望“有偿救援”
能够让“山寨探险家”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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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法治社会，政府对管理范畴内的危难，其负有绝对的免费救助
义务。但除此之外，虽然应当救助，但涉事者也需要承担民事乃至刑事等法律责任。任
性驴友擅闯禁区遇险导致的救援费用，自然不能全部由公共财政或者景区买单。

最近的微信微博朋友圈，网友齐刷刷地
都在玩着“养成系”游戏，不管是养蛙（一款
名为《旅行青蛙》的游戏）还是“养男人”（一
款名为《恋与制作人》的游戏），网友们总会
忍不住隔三差五点开手机瞧一眼。时间一
长，抱着手机的时间直线上升。于是，专门

“治疗”手机成瘾的软件又成了网友们追捧
的热门，其中最狠的一款软件，能将你的手
机关进“小黑屋”，你一旦忍不住要玩手机，
必须付费6元才行。（2月5日《扬子晚报》）

一方面是智能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
另一方面是游戏、社交、购物等等网络产品
越来越丰富，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推动之
下，“手机成瘾”患者自然是越来越多。以前
我们担心未成年人沉溺于网络游戏无法自
拔，而现在来看，成年人也需要戒除“手机
瘾”了，否则恐怕会对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
活带来负面的影响。

有利的一面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成年

人意识到了“手机成瘾”的弊端，并且有意愿
主动约束自己，理性使用手机，而不利的一
面则是，大多数人自律意识较差，有想法没
行动，或者是行动无法持续，最终就像一些

“瘾君子”戒烟一样，“屡戒屡玩”，然后彻底
丧失信心，最终放弃。

为了帮助“手机成瘾”者戒掉玩手机的
习惯，网络上已经出现了专门“治疗”这一

“病症”的软件，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比如
一款同为“养成系”的APP却靠着与众不同
的“养成”而走红。同样是花时间养一只小
动物，但这款APP的要求却是反其道而行
之，只有你不玩手机的时候，小动物才会生
长，假如在生长时间内你没忍住诱惑，点开
了手机中的某一个软件，那么将前功尽弃，
之前的“生长值”全部作废。

再比如还有一款软件，下载安装以后能
将你的手机关进“小黑屋”，你一旦忍不住要
玩手机，就必须付费6元钱才行。这些手机

APP开发者的初衷很简单，那就是要求手机
用户减少玩手机的时间和频率，否则就要付
出一定的代价，或者玩游戏遭遇挫折，或者
付出真金白银。

但在笔者看来，这些帮助现代人戒掉
“手机成瘾”软件的出现，实在是令人感到悲
哀的事情，也恰恰说明现代人在自律意识上
的严重欠缺。用“鸡汤体”来说，自律意识是
一个人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连“手机成瘾”
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只能说明我们自律的
底线越来越低了，这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
自己玩手机成瘾，然后又花钱让别人帮助我
们戒掉这种瘾，想想是一件多么傻的事情
啊。其实，要做好这件事，只需要我们拿出
点自律意识，具备点自律精神即可。

自律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备素质，如果
一个人无法通过自律戒掉“手机成瘾”，那么
在其他让人生变得更美好的事情上就能成
功吗？恐怕很难。

自律应是现代人的必备素质 □□苑广阔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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