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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3D眼镜单独收费

今年春节档电影市场火
热，但也有一些消费者在观影
时发现，看3D电影时，有些影
院并不提供免费的3D眼镜，
需额外购买或租赁。记者在网
络投诉平台上也发现，针对影
院没有免费提供3D眼镜的投
诉在增多。你怎么看？

力度+温度，激发无偿献血动力
□徐剑锋

昨天，如皋市如城街道
举办无偿献血活动，来自街
道的党员、团员和红十字会
会员纷纷登上流动献血车撸
起袖子，以无偿献血方式作
为新春的第一份爱心奉献。

（2月11日本报4版）

这几年，无偿献血在南
通已经蔚然成风，有效地保
障了我市临床用血需求和
血液安全，也让我们一次次
见证了南通这座城市的温
暖与大爱。我们在礼赞“献
血英雄”的同时，要让这项
爱心事业走得更远，归根结
底取决于无偿献血如何更
有力度、更显温度。

让 无 偿 献 血 更 有 力

度，关键要在宣传教育、信
息公开等方面狠下功夫。
当下而言，或普及医学常
识，或宣传用血政策，或释
疑解惑，要通过形式多样、
喜闻乐见的舆论引导，以
及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的
示范带头，组建应急献血
志愿队伍等途径，鼓励带
动更多人投身到无偿献血
的队伍中来。同时，要通
过制度的健全和机制的完
善，让每一滴血都在阳光
下健康运行，使更多的人
通过宝贵的血液礼物来帮
助他人、传递爱心。

让 无 偿 献 血 更 显 温
度，就是要不断强化献血
者 的 权 利 保 护 和 福 利 保

障。无论是健全用血互助
制度，还是完善献血者奖
善机制，南通多渠道、全方
位关心献血者，积累了许
多好做法、好经验。对此，
在总结提升的同时，还要
从精神情感和物质等多方
面，出台更多有利于推进
献血工作的措施，创新更
好的运作机制，给予献血
者更多看得见、摸得着、得
实惠的好处。实践证明，
让献血者优先享有的社会
权益越多，给予的人文关
爱越多，在细节服务上做
得更精细、更配套，才能不
断激发无偿献血的动力，
让更多的人心甘情愿地伸
出手臂。

要拆除“假华佗”招摇撞骗的舞台
□郝冬梅【议论纷纷】

@井夫 试想，如果看 3D
电影须自购 3D 眼镜，那么消
费者去理发店理发是不是须
自购理发工具呢？可以说，影
院如此做法，是一种短视营
销，无异于自关影院大门。

@叶金福 相关职能部门
应做到严督查、严监管，一旦发
现类似“卖眼镜”的消费侵权行
为，就应及时予以规制，并通过

“开罚单”、列入“黑名单”、吊销
经营许可证等多种处罚手段，
让其既付出经济代价，又付出
诚信代价，更付出禁业代价，倒
逼其切实履行服务契约。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天上不会掉馅饼，“馅饼”背
后是“陷阱”。投资者务必要提
高警惕，理性看待层出不穷的新
技术新事物，对当下热门概念炒
作保持冷静，尤其对各类“高大
上”的投资项目，要多问几个“为
什么”，多想想里面究竟有“什么
猫腻”，一定要谨慎投资，捂好自
己的钱袋子，千万不要被新概
念、高收益迷了眼，警惕被打着
新概念幌子的伪技术蒙骗。毕
竟，通过讲“天方夜谭”故事、炒
概念来割投资者的韭菜，已经是
屡见不鲜的老套路了。

——东方网：《勿让“新概
念”沦为割投资者韭菜的工具》

现实尴尬在于，相对于上海
“最牛业委会”主动作为履职担
当，现下不少地方的业委会则相
形见绌，他们不是名存实亡徒有
虚名，便是不负责不担当不作
为，个别甚至“吃家饭”，屁股坐
歪与物业“穿一条裤子”。事实
亦然，一些小区之所以业主与物
业长期对立，陷入物业不作为、
业主拒缴物业费、小区管理混乱
恶性循环的尴尬困局，当然与物
业不无关系，但能说与业委会未
能担当好“润滑剂”“代言人”“守
护神”角色没有关系吗？

——红网：《“最牛业委会”
硬气，业主幸福感才有底气》

“奶茶杯”“星球杯”“可
乐罐”“萌虎杯”……近日，
市场上一些看起来萌萌哒
的“零食”，受到不少年轻人
的热捧。实际上，这都是被
明令禁止的调味电子烟。

（2月13日本报7版）

基于“炫酷”的外观以
及多样的口味，电子烟吸
引了不少追逐新事物的年
轻人。为了吸引年轻人，
商 家 还 在 外 观 上 动 了 脑
筋，走起了“可爱风”，开发
出不少“擦边”烟产品。但
是烟就应控，不能任其打
着“科技产品”的幌子游离
于监管之外，进而误导消
费者，特别是损害青少年
的身心健康。

去年发布的《电子烟
管理办法》，明确禁止向未

成年人出售电子烟产品。
文件明确了电子烟定义和
监管对象，要求对电子烟
生产、批发和零售主体实
行许可证管理，对电子烟
销 售 实 行 渠 道 管 理 ，等
等。通过建章立制，把电
子烟纳入烟草管理范围进
行有效监管，必将有利于
行业规范发展，更好保护
消费者特别是未成年人等
群体的合法权益。

抽烟并不酷，伤身最
痛苦。面向未来，关键在
于让制度真正落地，将纸
面 上 的 条 文 落 细 落 实 。
相关部 门 依 照 规 定 切 实
加 强 监 管 ，行 业 和 企 业
不 折 不 扣 遵 守 相 关 规
定，媒体、学校和家庭注
重 科 普 电 子 烟 可 能 带 来
的危害……尤其是家庭，

面对陷入电子烟的孩子，
家长也有必要深刻反思：
孩 子 是 从 什 么 时 候 吸 上

“第一口烟”的？是在家里
“耳濡目染”的结果，还是
“损友”们的影响所致？各
方协力、多措并举，久久为
功、精细治理，才能让规定
真正发挥实效，减少电子
烟带来的危害。

控烟不仅关系到青少
年身体健康，更关系到国
家和民族的未来。通过对
电子烟市场的整治、对电
子烟行业的监管，也可以
让 更 多 人 理 性 认 识 电 子
烟，促使他们养成自觉少
抽乃至不抽烟的习惯。

经过为期9个月的努
力，我市圆满完成了医疗乱
象专项整治攻坚行动。其
中，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围绕医疗服务、医疗美
容、“神医神药”等内容，加
大违法广告监测和排查力
度，收到显著成效。

（2月12日本报2版）

笔者以为，依法严厉
打击各类医疗、药品等所
谓的“神医”“神药”“神器”
广告乱象，营造让人民群
众放心、安心、舒心的环
境，要用“法律的大锤”砸
烂“虚假的神坛”。

一是要开展相关广告专
项监测。“神医”“神药”“神
器”要想兴风作浪，要想混淆
视听，离不开一种载体，那就
是王婆卖瓜式样的虚假宣
传。这就需要我们的管理部
门对互联网上的广告进行严
格管理。对“朋友圈里的神
医”“短视频里的神药”“微信
群里的神器”借助大数据实
施精准查处，发现违法线索，
及时核查处置。

二是要组织重点案件
查办。监管部门要加强违
法线索分析研判，精选重
点线索，重拳打击、有计划
地组织查办。严厉打击假

扮医生、专家、教授，以介
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
变相营销医疗、药品、保健
食品等“神医”“神药”“神
器”广告，严肃查处捏造事
实、混淆概念、制造噱头、
夸大效果的宣传。

三是要加强案件曝光
力度。公布“神医”“神药”

“神器”典型案例，警醒人
民群众，震慑不法分子。

当 然 ，查 处 虚 假“ 神
医”“神药”“神器”也不能
只靠监督管理部门“挥舞
金箍棒”，还需要广大市民

“睁大雪亮眼”，不给“假华
佗”骗人的机会。

为浪漫买单

2月14日是男男女女表达
心意的日子。手里拿束花，很
多话就不用多说了。不少人向
记者反映：今年花店的花价偏
高，尤其是玫瑰。浙江杭州的
几家花店里，一捧鲜花少则上
百元，多则上千元。

（2月13日《钱江晚报》）

不以实力论诚意
□杨朝清

作为一种逐渐被大众接受
的情感表达方式，送鲜花原本
成本不高，又不失体面和情
趣。只不过，“为浪漫买单”虚
火越烧越旺，让情感表达成本
不断提升，甚至会让情感表达
走调、变味。

送同样品种、规格的玫
瑰，送 11 朵、19 朵、32 朵和 99
朵的区别究竟在哪里？花的
钱越多就诚意越足、心意越满
吗？二者显然不能画等号。
情感表达依靠的是真诚的态
度和情感的力量，而不是金钱
的多寡。热衷“用实力表达诚
意”，本质上还是一种功利主
义和工具理性。

在商品经济时代，情感表
达难免会花钱，却不能陷入“以
实力彰显诚意”的误区。多些
情感本位，少些“要浪漫先浪
费”；多些走心，少些“烧钱”，情
感表达即使不够吸睛、不够戏
剧化，也同样可以成为一种难
忘的情感见证和共同记忆。

应摒弃攀比之心
□徐建中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情人节变成了“比拼节”。本
来，玫瑰是情人节的浪漫“代言
人”，送上一束玫瑰花表达情人
间的心意很正常，但玫瑰价格
却节节攀高，从最初的几元钱
一直飙升到上百元。难道价格
越高，心意就越诚？

显然不是，真心和金钱从
来都不成正比。情人节的初衷
在于传达两个相爱人的心意，
不管玫瑰价格如何，只要有心，
即便不送，也一样可以传情达
意、巩固感情。

高价玫瑰固然是一种示
爱形式，但它建立在“高价”

“比拼”的基础之上，完全没有
必要去盲从。作为新时代的
年轻人，应摒弃攀比之心，为
心仪的女孩送上一份动人的
心意。作为女孩，完全可以拒
绝接受高价玫瑰，那个真正想
牵手的人，一定会为之心动。
昂贵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只要
两个人在一起，一串普通风
铃、一顿廉价烧烤、一场露天
电影，不需要花多少钱，却爱
在其中，浪漫无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