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像对待“酒驾”一样对“药驾”说“不”
3月21日，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丛台分局以涉嫌“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3·20”案件犯罪嫌疑人刘某北
予以刑事拘留。刘某北，男，31岁，籍贯河北魏县，现住邯郸
市丛台区，某单位职工。经查，刘某北长期服用某镇痛类处
方药，3月20日因超量服药，酿成祸端。邯郸警方将严格依
法办案，严厉惩处犯罪行为。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药驾”的危害程度有时不亚于“酒驾”，然而却一
直处于人们的“视野盲区”。有关部门虽不能一刀切地
要求“吃药不开车”，但也需要加大“药驾”危害宣传，并
提高“药驾”违法成本，让每个驾驶员都要像对待“酒
驾”一样对“药驾”说“不”。

天天 点观观

视点2022年3月24日 星期四主编 吴 瑛 见习编辑 孔一涵
责校 王 琬 制作 刘晓禹4

社址社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03103号号 邮政编码邮政编码：：100009100009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新闻新闻5798312457983124 新媒体新媒体5798316457983164 发行发行5798323757983237 广告广告5798308057983080 订阅处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发行国外发行：：北京北京399399信箱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国外发行代号895895DD 定价定价：：全年全年396396元元 每月每月3333元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京西工商广字第01270127号号 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 法律顾问法律顾问：：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郑菊芳律师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郑菊芳律师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上大学“充电”，为他们提供
了一条看得见的“上升通道”，必将激励更多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努力提升自己，坚定他们从事“新职业”的信
心，使“新职业”与“新人才”同步蓬勃发展。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上大学”值得推广
为助力快递小哥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成长成才，日前，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总工会联合区委组织部，依托浙江开
放大学的“小哥学院”，推进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成长“双
百”行动，计划3年投入100万元，资助100名快递小哥、外
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上大专或本
科，今年春季招生30个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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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声音培训乱象需要监管“强音”
“本想通过配音培训做副业赚钱，没想到培训结束一个多

月了，根本赚不到钱”。“00后”大学生小林（化名），不仅没像宣
传广告中那样“接单资源不断”“一小时就能赚200元”，还赔进
去近3000元的培训费。小林的遭遇并不是个案，近两年各式
各样的直播课鼓吹“把配音当作副业，低门槛、高收入”。实际
上，播音配音的门槛并不低，业内人士称，从事配音工作，普通
的从业者收入并不稳定，新手很难达到广告宣传说的高薪。

在线声音培训是新生事物，但市场规范、监管不能
滞后，相关部门应联合出台标准，规范在线声音培训市
场。同时，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对于侵犯消费者权益
的商家，要依法依规予以惩治。

刘世康 整理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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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弹窗广告还须
斩断背后的灰色利益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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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昌莲

国家网信办近日就《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弹
窗推送广告信息，必须进行内容合规审查，不得违反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应当具有可识别性，显著标明“广告”，明示用
户；确保弹窗广告一键关闭。

大部分消费者深受弹窗广告困扰，弹窗广告存在内容
以及形式等多种问题。打开一些手机App，便会遭遇弹窗广
告，想关闭却找不到按钮，有些弹窗点击查看后，却跳转到了
广告页面；在某款游戏短视频App上浏览视频，不小心点击广
告页面后竟被下载了多个游戏App；注册某影视App，刷剧时
总会弹出要求分享的页面。特别是，部分弹窗广告仍然存在
色情、赌博、暴力甚至诱导自杀等违法信息，成为增加安全风
险、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网络“毒窗”。基于此，国家
网信办出台新规，专项治理“弹窗信息推送”，如确保弹窗广
告一键关闭等。

事实上，弹窗广告在广告法第 44 条规定的互联网广告
范畴内。按照相关规定，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广告，不得
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
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可见，不
管是购买弹窗广告服务的商户，还是提供恶意弹窗广告服
务的平台、传播低俗弹窗广告的软件，均在同一条庞大的灰
色利益链上，“知法犯法”地违反相关规定，必须共同承担违
法责任。

规范弹窗广告，关键是凝聚治理合力。事实上，通过立
法与多种技术手段、配套措施多管齐下，根治弹窗广告乱象，
并非天方夜谭。首先，规范和治理任性弹窗广告，应成为网
络平台一项法定义务，以此遏制平台的利益冲动，切断蛰伏
在弹窗广告之上的利益链。同时，应制订信息产业经营和服
务“行业标准”，明确网络平台的服务项目和服务质量，尤其
是要明确技术标准，确保用户不被任性弹窗广告骚扰。再
者，用户要增强维权意识，发现违规弹窗广告信息，应及时向
有关部门举报，不能一删了事。此外，相关部门应明确监管
责任，加大执法力度，强化精准执法，提高违法成本，提高行
政法规对恶意弹窗广告的处罚力度。

警惕不法分子盯上老人的智能手机
随着我国老年网民的急速增加，一些别有用心的不法商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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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老年人的“数字鸿沟”，让广大老年人群体真正
享受到便捷生活，已经成为普遍实施的民生工程。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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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发
布《中国育龄女性生殖健康研究报告
2022》（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
在妇科症状高发背景下，国内育龄女性
主动采取健康管理行为的比例明显偏
低，且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在出现妇科症
状后选择不去医院、自我处理。有专家
就此指出，女性在妇科疾病上的擅长忍
耐，与社会环境的支持和关爱不足有很
大关系。

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推进“三
孩”生育政策更好实施的背景下，促进女
性生殖健康显得尤为重要。但相当一部
分女性因心理原因逃避、回避妇科检查，
则会对她们的生殖健康产生威胁。如何
解决这一问题，专家们建议，应将人文关
怀更好地融入妇检工作中，让广大妇女
在妇检中也能享受到舒适化医疗服务。

良言+善举，让妇检不再尴尬

新华社南京3月23日电（记
者 邱冰清 蒋芳） 记者从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获悉，3月23日中午，南京大屠
杀幸存者王素明在医院去世，享
年87岁。今年以来，已有3位老
人先后离世，目前登记在册的在
世幸存者仅剩58人。

王素明的童年很悲苦。她原
本姓杨，1937年，她两岁。日军
侵占南京后，她的父亲被日军以

“破坏分子”的罪名抓走，不久遇
害。母亲无力养活儿女，将兄妹
四人分送四家领养。她被一户王
姓家庭收养，从此改名王素明。

王素明的童年记忆里曾有过
“灰暗”，但她留给别人的印象却
光明又温暖。她喜欢猫，为了照
顾猫从不和孩子出门旅行。她还
是一位公益达人，退休后在社区
义务奉献二十多年，当了多年没
有头衔的“社区主任”。她曾是南
京市秦淮区最年长的“南京青奥
会志愿者”，被居民们称为“青柠
奶奶”。

王素明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的缩影。“通过她，能让更多人了
解这段背负着沉痛记忆却努力生
活得阳光、有温度的人生。”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工作人员说，她经历过不幸，却比

很多人更热爱这个世界。
截至目前，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

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数量定格在“58”。
“幸存者们承载了民族苦难的记忆，在幸存
者的口述实录面前，任何企图歪曲历史的言
论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他们也是需要关爱的
特殊群体，以个体生命历程传达出比宏观叙
事的历史事实更加震撼的感受，真正唤醒人
们反对战争、珍爱和平的认同。”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负责人说。

“非粮化”整治保障粮食安全女报 角视视

3月23日拍摄的杭州市临安区龙岗镇数千亩通过“非粮化”整治的土地，都已种上了油菜或小麦（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龙岗镇围绕耕地保障、农民增收、产业延伸、生态赋能等方面全力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整治，积

极打好“连片流转、直接清退、优化调整”组合拳，稳定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为村集体增收提供保障的同时，也为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
打下良好基础。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明确提出，妇幼
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而有调查数据显示，我国
约有70%的育龄妇女罹患过不同程度的妇科疾病，
年轻女性的发病率也居高不下。专家们指出，妇科
检查是保证女性健康特别是生殖健康的重要手段，
应将人文关怀更好地融入妇检工作中，从提升就医
服务、营造温馨环境、尊重尊严隐私、及时科普宣传
等多方面帮助广大女性消除对妇检的羞耻、畏惧心
理，积极定期接受妇科检查，从而促进女性生殖健
康。

2000年，尹玲曾赴新加坡竹脚妇幼医院专修
妇科内镜。她注意到，当地医生进行妇检之前，会
先由护士用盖单将患者覆盖好，仅暴露阴道口。如
果有实习生跟诊，也会提前征得患者同意。“这对患
者的隐私保护就做得特别到位。”回国以后，尹玲也
想把这套方法应用到工作中。

然而现实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妇科门诊
长期人满为患，“挂号难”问题长期存在。为了提高
看病速度和效率，实现“病人大老远来了都能给加
号”，尹玲不得不在检查室内安置两张检查床，中间
以一帘相隔，人多的时候还要“两个病人一起上”。

“良言一句三春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既然硬
件条件有限，尹玲改变了思路：检查前的科普宣传
可以增强患者对生殖健康重要性的认识；友善的话
语、适时地安慰可以缓解病人的紧张、畏惧情绪。
她表示，妇产科的医护队伍应该提高职业素养，重
视沟通，言语中对病人好一些。“一定要把病人当成
我们的姐妹、母亲，想象我们自己躺在那的时候，希
望得到怎样的对待。”

“放窥器这件事看似简单，但也讲究进入的角
度和速度，其实是可以通过操作手法改善妇检所产
生的不适。”林秀峰在工作中也有这样的体会，“就
诊者躺上检查床后，如果能对医生产生亲切感和信
任感，就能更好地放松。患者也只有在放松状态下
才能降低检查带来的不适感。”她还建议，应规范医
疗过程中的用语、推广个性化的操作手法。

针对一些患者因实习生跟诊而产生的心理不
适，尹玲认为，以医带教、以教促医是教学医院的重
要工作之一，但在安排实习生跟诊前，首先应尽量
做好患者的思想工作，讲明教学医院实习生跟诊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事前征得患者同意。同时要避
免跟诊实习生数量过多，降低患者的心理压力。

除此之外，升级检查器械也很必要。据尹玲介
绍，目前北大医院使用的妇科检查床仅有升降功
能。但每个患者身材不同，单一固定的检查床无法
满足每个患者的需要，检查时体位的特殊性使得一
部分患者体验感不佳。她希望，“能尽早普及推广
国产的自动化妇科检查床，提高就诊者妇检的舒适
度和医生检查效率。”

随着如今生活条件的改善、观念的改变和医疗
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求更舒适、更有尊严的就
医体验。“舒适化医疗”随之走入国人视野，成为很
多医院提高医疗服务、体现人文关怀的必选项。

据林秀峰介绍，为了让广大女性在妇检中享受
到舒适化医疗服务，近年来北大医院做了不少努
力，包括对妇产科门诊诊间、楼道进行重新粉刷，以
浅粉色的主色调营造温馨明亮的就诊环境；妇产科
门诊各项检查对隐私保护的需求明显高于其他科
室，在隐私保护方面重点改进，每个诊间安装隔帘、
窗帘，诊间门口粘贴提示患者隐私保护、就诊关门、
一医一患等提示语；医务人员在服务理念上遵循以
患者为中心，首问负责制，保证所有工作人员对患
者有较高同理心，从根本上为患者解决问题。

经过一系列做法，林秀峰注意到，“患者对妇科
健康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了，与医生的配合度高了，
医患关系也更融洽了。”

除了一系列提升医疗机构服务质量的举措，浙
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周丽萍教授认为，全
社会还应大力推进家庭健康促进活动，进一步增强
妇检之于女性生殖健康重要性的宣传力度，提高女
性自我健康保护的能力，同时针对损害女性生殖健
康的行为，要给予法律上的严惩。

《报告》显示，在所有受访者中，高达70.6%的女性在过去一年内
至少出现过一种妇科症状，其中仅有57.8%的女性在出现症状后选
择就医，而就诊者中，又有六成以上女性被确诊患有妇科疾病。但即
使确诊比例颇高，也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在出现妇科症状后选择不去
医院、自我处理。

针对这一现象，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中华预防医学会妇
女保健分会委员蒋泓对媒体表示，女性在妇科疾病方面表现出的擅
长忍耐与社会环境的支持、关爱不足有很大关系。

这一说法得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尹玲的认同。
“别说普通就诊者，就连我们妇产科的很多年轻护士和医生，上

妇科检查床时都很犯怵。”尹玲笑了笑又严肃地说，“我之前也曾连续
好几年不做妇检，觉得自己没事，其实这是不对的。”

尹玲的同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门诊护士长林秀峰也有
同样的体会，“开导病人很容易，换位到自己，也倍觉尴尬。”

“我们医生都这样，更何况是普通患者了。”尹玲曾遇到过第一次
做妇科检查的患者进来后不知所措，拿着垫单不知道该铺到哪，也目
睹过患者走进妇科检查室后，看到是男大夫扭头就走。在她接诊过
的患者中，很久没有进行过常规妇检，或者有妇科症状拖了很久才就
诊的患者很常见。

在她看来，因羞耻、畏惧感而逃避妇检，最终的代价是巨大的。
春节前，一名病患从河北来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诊，检查结果

令尹玲倍感惋惜。“这名病患今年才27岁，通过剖宫产生育过两个孩
子，有性生活史十年，但一次妇科检查都没做过，就连产检也只做个
B超。最初感到不舒服时一直忍着，直到白带异常、有接触性出血才
去医院就诊，一查已是宫颈癌晚期。”

“作为有经验的妇科大夫，只要患者坐上检查床，我们通过内窥
器给她看一下、摸一下，可能就能在早期发现、尽早解决问题。”尹玲
解释道，“一个妇科检查加一个超声，就能把妇科疾病尽早筛查出来，
当妇科恶性肿瘤尚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治疗手段时，早期筛查就有了
更重大的意义。”

从医30多年，尹玲深知，一个病人就是一个家庭。“近年来，宫颈
癌的早诊早治使得宫颈癌前病变得以被发现，再加上HPV疫苗的临
床应用，让宫颈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成为可能。”她呼吁广大妇女，

“妇科检查之于女性是极其重要的，一定要定期进行常规妇检。”

“你觉得在进行妇科检查时，尊严有
被充分尊重吗？”

当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在多个微
信群中抛出这一话题时，很快就引发了网
友们的热烈讨论。

几年前，家住北京的萌萌（化名）有过
一次郁闷的妇检经历。

彼时，萌萌刚26岁，尚未结婚。那是
一次由单位统一安排的体检。体检中，她
第一次走进妇科检查室。“已经脱了裤子
坐上妇检床了，医生才询问有没有结婚和
性生活史，当我回答没有时，她突然冷冰
冰地说：‘那你还来检查什么？浪费我一
个内窥器’。听到医生这样的责备，我眼
泪差点流出来。”

更让萌萌尴尬的是，“衣服还没整理
好，她就叫下一位进来。”衣衫不整的萌萌

慌乱中迎头碰上同事进来，让她当场有种
“社死”的感觉。

这次经历让萌萌从此对妇检有了心
理阴影。此后连续3年，她都没有勇气再
次走进那家医院的妇检室。“我们单位年
年体检都是那家合作医院，我肯定是不想
再看见她了。”

在妇检过程中产生过“羞耻感”的还有
小琪（化名）。29岁那年，她在北京某医院
挂号做宫颈抹片检查，进去时才发现是个
男医生。秉持着对妇科医生的性别无所谓
的态度，又看到对方专门找了一位女医生
陪同，最初小琪很认可他的规范做法。

没想到在抹片过程中，男医生突然冲
女医生大喊：“哎呀她有纳囊（宫颈纳氏囊
肿）！你快来看呀她有纳囊！”几声大喊顿
时让小琪蒙了圈。“走出检查室，我越想越

不对劲，最终选择了投诉，但我的投诉并
没有得到医院反馈。”小琪郁闷地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一项简单的妇科
检查，给不少女性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难
以释怀的心理阴影。

“做阴超时因为感觉疼痛叫出了声，
大夫就嫌我矫情”；

“剖宫产的时候，身边围着好几位实
习生，感觉自己像个‘标本’”；

“病房所有床之间没帘子，手术后的
女患者们都袒胸露背地躺在一起，感觉女
病人之间好像不需要隐私，只要不让男性
进房间就行了”。

……
这些经历让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当下

的妇检过程中，大多缺乏对女性尊严和隐
私的关照。

妇检中大多缺乏对女性尊严和隐私的关照

通过一系列善举提升医疗机构服务质量

专家建议应在妇检工作中融入更多人文关怀

因羞耻、畏惧感而逃避妇检
会严重威胁女性生殖健康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