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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骗子创建词条，就是帮骗子做坏事
□ 老鹰

麻 辣 观 点

热 点 锐 评

电动自行车上路必须先装“刹车”
□ 印朋

日前，韩国釜山市民团体持
续抗议，要求美军关闭位于釜山
港的生化实验室，将生化武器撤
出韩国。多年来，美军向韩国运
入生物战剂屡被曝光，美军对有
关生化实验的不实言论接连被
揭穿，韩国民众的质疑、不满和
抗议也在持续发酵。

面对驻韩美军生化实验室
的重重疑云，人们在问：

第一，美方的真实目的是什
么？

韩联社日前报道称，釜山
港第8号码头设有驻韩美军生
化项目“半人马”的相关设施，
该计划延续了此前的“朱庇特”
项目。驻韩美军方面再三强
调，“朱庇特”项目仅为应对朝
鲜“生化战”，对毒性物质进行
探测、分析、警告，是一种“防御
武器系统”。但韩国军事专家
表示，在生物武器方面，“防御”
与“开发”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驻韩美军的细菌实验并不仅仅
是为了防御。

第二，美方为何反复隐瞒真
相？

起初，美方矢口否认在釜山
港第8码头建设军方实验室，直
至2016年相关项目被媒体曝光
才被迫承认。美方2015年声称
当时是首次向韩运入生物战剂，
随后又被调查证明早在2009年
就开始秘密运入。如此遮遮掩
掩，究竟是在掩盖什么？

韩国舆论认为，美国作为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有
义务不发展、不生产、不储存、不
制取除和平用途外的微生物制
剂、毒素及其武器，但驻韩美军
对此完全不在乎。对于国际社
会的关切，美方始终充耳不闻。

第三，美方为何不顾当地民
众健康和安全？

要知道，釜山港第8码头半
径500米内有4个居民区和多所
学校，这样的人口密集区一旦发
生事故怎么办？美方是否有应
急预案？

美方的说法是，选择釜山
港8号码头为实验场所，是因为
需要保护处于大规模人口密集
地区的釜山市民。对此，韩国
免疫学专家、首尔大学院教授
禹熙钟（音译）反驳道，在城市
中心进行生物武器实验纯属无
稽之谈。

事实上，早在2014年，负责
该项目的美陆军埃奇伍德化学
生物中心彼得·伊曼纽尔博士
在接受美国军事杂志采访时，
就说出了大实话：“只要（美国）
愿意，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实
验。即使实验失败，也可以对
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对
此，愤怒的韩国网友留言称，

“把韩国当炮灰，美国滚回太平
洋那边去！”

真相还在冰山之下，争议仍
在继续。驻韩美军生化实验室，
美方欠世人一个清楚交代。

据新华社

近日，某社交平台上各类整
形、减肥的内容，引起了广泛关
注。其中讨论最激烈的，是“精
灵耳”整容和小腿神经阻断术等

“自残式”整容项目。
通过网友分享的内容可知，

小腿神经阻断术是一种通过“挑
出神经”而达到“瘦腿”效果的手
术，据称效果显著。而所谓的

“精灵耳”，是指通过手术或者玻
尿酸填充的方式让耳朵支撑起
来，像电影里的精灵一样，显得
脸更小，轮廓更精致。

追求美丽本无可非议，但
近年来，网络上“容貌焦虑”“身
材焦虑”之风逐渐让审美观念
扭曲，“A4腰”“漫画腿”“锁骨放
硬币”等先后成为鉴定完美身
材的“标准”。在这种“标准”之
下，各类整形机构和某些网红、
自媒体趁势营销，拉拢消费
者。其常用手法就是用一张张
对比鲜明的术前术后照吸引眼
球，同时配以“恢复快、效果好”
等宣传文案。就这样，动辄开
刀、填充的整容手术，被包装成
了“快餐整形”“微医美”等简单
快捷的“小手术”，极易对人产
生误导。

与此相对的是，手术的副作
用却鲜少提及。关于整形手术，
宣传效果与讲解后遗症的信息
量完全不对等，这种信息量差导
致人们对整形手术形成了片面、
错误的认知。

“快餐”“美容”“微创”等标
签不过是换了种好听的说法，实
际上，很多整形方式已经属于外
科手术。而且这些手术的效果
也并非如宣传中那么神奇，还可
能对身体造成不可逆伤害。此
前已有诸多整形失败的案例：鼻
子整形术后出现排异、发炎、坏
死；腹部抽脂术中因栓塞意外身
亡；断骨增高手术后发生感染，
导致骨髓炎，面临终身残疾等。
面对如此惨烈的教训，为了追求
畸形审美而冒险手术的行为，该
停下了。

为此，社交媒体不能任由
整形机构宣传造势，对于营销
内容应当标注风险提示，引导
用户审慎对待，对虚假宣传的
广告，则要在删帖封号之外，配
合有关部门严查严惩。同时，
社会也需要更多医学专家对整
形手术进行讲解，以帮助人们
形成科学而全面的认知，在作
出手术决定前明确其可能存在
的风险和副作用，对此持有更
理性的态度。

当然，最关键的是，我们
的社会何时才能摆脱以“白幼
瘦”作为美的唯一标准？这种
刻板而单一的审美，正是引发

“外形焦虑”的重要原因，让人
在裹挟中逐渐扭曲审美、异化
自我，只剩下审视与迎合。要
摆脱“外形焦虑”，就必须跳脱
出审美“牢笼”，形成健康的审
美观念，不轻易被焦虑裹挟。
当我们能够自己定义美的时
候，“美”才能回归最本质的面
貌。 据光明网

大数据已经越来越多地
介入了人们的“手机生活”。
公众会偏向于选择那些他们
感兴趣的信息，但久而久之，
便会将自身置于“茧房”之
中。在这样的“信息茧房”中，
全部都是感兴趣的内容，很容
易致瘾，让人停不下来。如今
一些年轻人只能用自己的方
式去尝试“对抗算法”。有人
用“不登录、不点赞、不关注、
不评论”的方式尽量减少在网
上留下痕迹；有人用多个手机
和手机号，尽量分隔可能成瘾
的网络环境；有人针对不同的
场景训练不同的账号。

（澎湃新闻）
从“困在算法里”到“开始

反算法”，对于“算法”的反思，

越发成为现代社会备受关注
的议题。纵使已然是某个APP
的重度用户，也不想被“画像”
被“投喂”被“算计”，这是这一
届年轻人最后的倔强——就
算手机成瘾，也要作个自由的
灵魂。

何谓反算法？简而言之，
就是用户“静默化”，来去无踪
不留痕。按照这种逻辑，不点
赞、不评论、不关注、不登录，
那么APP也就无从知晓一个人
的兴趣偏好、消费需求、人生
三观等……这貌似是成立
的。但现实的复杂性在于，你
永远不知道一个APP、一个系
统，到底在后台做些什么？它
可能在悄悄监控着一切，悄悄
收集着一切，悄悄计算着一

切。就此而言，“反算法”更多
还是堂吉诃德式的，注定了宿
命式的悲怆。

当然了，从某种意义上
说，反算法反的也是我们“自
己”，是我们的惰性、我们的偏
见、我们的情绪、我们所缺乏
的自律。或许，反算法更准确
的表述，应该是“战胜算法”或

“超越于算法”，当我们的自觉
自律凌驾于算法控制之上，当
我们的理性博识摆脱了“信息
茧房”的束缚，我们便是独立
的、自由的。

当你足够强大，算法作为
一个工具，便是中立的。“反算
法”更像是一种姿态式的宣誓，
战胜了自己性格与习惯的缺
陷，对“算法”自然不战而胜。

年轻人开始“反算法”
但更重要的还是战胜自己

□ 蒋璟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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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期发生的多起电动
自行车自燃事件，到日常行驶
无牌上路、挤占机动车道、穿
梭于人行道，再到改装远光
灯、加装蓄电池、更换电动机
……近年来，一些电动自行车
在相关法律法规的“空白地
带”游走，成为“定时炸弹”。

长期以来，电动自行车在
生产领域有国标《电动自行车
技术规范》，但在登记、流通、
交通等领域，缺少强制性标
准，各地的监管尺度不一，且

“颗粒度”较粗。
归根到底，电动自行车现

有上位法不够具体明确及全
面。上位法对电动自行车的
定义、停放和充电等具体问题
没有涉及，上位法的缺失，现

实中造成有关主管部门执法
困难，容易引发社会矛盾。

5月18日，《深圳市电动自
行车管理规定（试行）》正式公
布，试行期3年，自今年8月1日
起施行。规定要求电动自行
车在深圳必须经市公安交管
部门登记后才可上路行驶；驾
驶人须年满16周岁，不得酒后
驾驶，不得超速驾驶，不得违反
交通信号指示；禁止出厂后的
电动自行车实施加装、改装电
动机和蓄电池等动力装置，禁
止拆除或改动限速处理装置；
不得在住房、办公室等室内场
所充电，不得在建筑内的共用
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
区域充电。

一部规范电动自行车的

地方法律法规，涉及当地百万
辆电动自行车的去留，以及千
家万户的出行。

民有所呼，必有所应。《深
圳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试
行）》出台的背后，是近三年时
间的意见征求和反复修改。
立法微信听证会、行业公司代
表座谈会、市民日常反馈……
《征求意见采纳情况一览表》
同日在深圳市司法局官网公
示。

电动自行车是否“野蛮生
长”，是地方治理能力的一面
镜子。铺好电动自行车合法
上路的“最后一公里”，给电动
自行车装好“刹车”，老百姓才
能 安 全 驾 驶 千 万 里 。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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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韩美军
生化实验室

欠世人一个交代
□杜白羽

靠“自残式”整容
将失去健康和自我

□寻彧

国家发展改革委官方微
信公众号5月21日发布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声明》：近期有人以周智均名
义，冒充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等身份
多次参加社会活动，希望有关
方面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
骗，如已造成损失，请及时向
公安部门举报案件线索。据
报道，周智均还有专属百科词
条+标准照。

一般来说，这类骗子不
只是体验当官的感觉，而是
有某些利益企图。究竟有多
少人或多少企业因为周智均
冒充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
机构负责人受到损失，还有
待于观察。警方不妨公开征
集周智均涉违法犯罪的线
索，然后深入调查，依法治
罪。这类骗术之所以有人相

信，原因之一是，有关方面为
骗 子 行 骗 提 供 了 某 些“ 舞
台”。

以周智均冒充有关领导
为例，至少有两个“舞台”令人
印象深刻，一个是注册地在香
港的“凤凰通讯社”发布了周
智均的相关社会活动，内地一
些商业网站进行了转发。由
于粤港澳大湾区涉及广东、香
港、澳门三地，那么香港这种
通讯社提供的消息就容易让
人相信，但内地商业网站对不
实信息未经核实就转发，实在

“助纣为虐”。
更加离谱的是，通过搜索

引擎简单搜索“周智均”就能
找到不少关于其的资料，甚至
还有“周智均”的专属百科词
条，并配上了标准照。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相关搜索引擎让
周智均的虚假身份变成了

“真”身份，因为在现实生活
中，很多人通过搜索引擎来核
实相关信息，但没有想到，搜
索引擎提供的信息竟然是假
的。

按说，百科词条的运营者
应该严格审核收录的每条信
息，但事实情况却让冒充相关
领导的周智均在百科词条中

“图文并茂”，坦率说是帮骗子
做坏事，因为骗子虚假身份被
百科词条证实为“真”身份，便
于行骗。虽然百科词条具有
开放性，网友可以自由编写词
条内容，但审核权在运营商手
里，遗憾的是运营商却没有履
行审核责任。

希望上述《声明》也能推
动商业网站、搜索引擎的运营
商加强内容审核，对失责者依
法处置。

据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