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柴辣

“双 11”过去的第一、第二天……第五
天、第六天……已经第几天了？你的快递都
到了吗？为了催卖家赶紧发货，有些网友另
辟蹊径，尝试“卖惨”催单，为了早一天收到
货，什么绝经、截肢、前男友全都用上了，卖
家不得不疲于应付。

作为一年一度的消费盛宴，“双11”的影
响力早已得到证明，连不参与的人都无法排
解身边人展示的热情、焦虑乃至烦躁。最近
几天，笔者已不知替家里那位收了多少快递，
尽管笔者并不知道都买了些什么，但还是能
感受到，等快递就像一种强迫症——等待的
过程是焦躁的，催促的过程是粗暴的，收到的
瞬间是甜美的，从此以后就是淡漠的，因为买
的很多东西并没有用，甚至想不起来为何要
买。可以说，购物狂们所表现的一切，已严重
挑战经济学家的“理性经济人理论”，即“作为
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性的，所追求的
目标都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显然，很多
人并不理性，只是盲目地加入了一场群体行

动。当然，如果你坚持认为对不少人来说，等
快递的过程就是他们购物的最大目标，也就
是让自己“快乐最大化、满足最大化”，我也无
话可说。

总而言之，我发现在群体的狂欢过后，
也就是在 11 月 11 日之后，问题事实上只剩
下两个：我的快递发了吗，以及到底哪天能
到。这两个问题听着并不复杂，要想解答谈
何容易。马云等人所创造的“双11”，除去电
商本身获得满足外，虽然已为购销两头都谋
得了福利，但一大矛盾还是逐渐清晰地展现
在大家面前，即物流的速度日益不能满足买
家的追求。尽管物流已一快再快，先用上了
火车，后用上了飞机，但人的欲望并无底线，
都恨不得现在下单，五分钟后快递员大哥就
热情地出现在家门口。打开包裹若不满意，
他又能笑眯眯地将东西带走，不留下一片云
彩。依我看，电商不断对未来发出的畅想，
如“几年后就能实现无人机送货”，既是科技
客观发展的方向，在当下的功效也类似于心
理按摩——你瞧，我们已经够努力了，暂时
先忍忍。

买家能不能忍，已经通过花式催单给出
了答案。“麻烦把鞋子赶紧发了，我想在截肢
前穿上它”“过几天前男友举行葬礼，我想穿
得好看一点儿”之类的说辞，与网络表情包
一样，虽然略显夸张，但较之于其他网络亚
文化，显然并没有太大危害。甚至从某种意
义上说，我建议大力推广——如果买家和卖
家之间都能如此心平气和地交流，在“双11”
这个心急火燎的时刻还能开起玩笑，而不是
像之前一样，一不小心这边给差评，那边就寄来
不可描述之物，又或者通过电话施加语言暴力，
那么网络交易环境会改善很多。最近，我特别
留意了媒体对“双11”报道的传统项目——装满
快递的货车意外烧毁。是的，总有一些会烧
毁，网友的反应也特别欢快，包括那些快件
在车上的买家，也把“您的快递正在燃烧请
注意查收”放在嘴边，仿佛这事与自己完全
无关。

可见，大家把“双11”的“狂欢”之意发挥
到了极致。或许，这种参与感也是购物带来
的满足感之一。曾经牢不可破的“理性经济
人”假设，这次真的遇到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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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

据澎湃新闻报道，用来奖励特别优秀学
生的国家奖学金，在江苏、广西、陕西一些高
校进行名单公示时出现了隐私信息泄露现
象。河海大学、广西民族大学、西安音乐学
院等高校，近几年在进行国家奖学金候选人
或获得者名单公示时，均披露了学生完整的
公民身份证号码。

这是继前一段时间多个地方政府官网
泄露公民信息之后，又一种新型的公共部门

“主动”泄露公民隐私案例。这些案例最大
的共同特征是公共部门都有正当的名义，通
常都是为了“信息公开”而批量发布。

但这些正当理由通常又都经不住推敲，
且不说公开是否需要如此详尽、不经任何处
理的个人信息，即便在实践中也有很多地方
政府、高校并未采取如此简单粗暴的方式。

可见，信息公开和个人隐私保护之间，并
没有必须二选一的尖锐矛盾，即便有时存在
一些矛盾也完全可以通过技术处理而避免。

比如同样是公布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名单，很
多学校就没有披露完整的学生身份证号码。

所以，隐私泄露背后更直接的原因，还
是在于很多公共部门根本没有个人隐私保
护的意识，是属于“本能犯错”。这种集体无
意识，才是最值得警惕的。

公共部门的这种“本能犯错”，不仅行为
本身有违法律伦理，其潜在危害性也很大。
因为公共部门发布的信息“含金量”非常高，
不仅包含了公民个人的身份资料，还泄露了
某些特别的动向。比如有的是领取大学生
创业补贴，有的是领取低保、保障房等。而
这些资料和信息一旦被别有用心的骗子掌
握，就更容易实施“精准诈骗”。

当初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正是在申请
教育助学金的时候，接到了骗子要发放助学
金的电话，才会那么容易上当并酿成人财两
空的悲剧。尽管那个案例有很大的凑巧成
分，但也充分说明公民信息被“定向”泄露的
巨大潜在危害性。

而从已经被媒体曝光的那些案例来看，

很多公共部门在涉及公民信息发布的行为
上，普遍还处于自行其是的“原始”状态。媒
体一曝光、公众一批评，有关部门就认识到
不妥并表态改正，但没有被曝光的地方和领
域则继续放任自流。

改变显然不能仅靠这样点状的整改，而
需要一次系统性的转变；也不能仅靠舆论的
外在监督，而要让公民隐私保护成为公共部
门内在的行为准则。

有关方面有必要据此来一次全国性的
排查，看看还有没有哪些部门或领域在“坐
等曝光”。另一方面，通过检查也可以摸清
公共部门在个人信息保护层面的全部问题，
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总结归纳，明确信息公开
和隐私保护的边界。

过去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规中，
虽也有对公共部门信息公开的原则性规定，
但具体到实践还是存在很多模糊之处。希
望相关部门能够通过一些案例，明确具体部
门的公民隐私保护的行为准则，防止再出现
无意识泄露和无意识伤害。

还有多少“公示”在泄露公民隐私
隐私泄露背后更直接的原因，还是在于很多公共部门根本没有个人隐私保护的意识，是属于“本能犯

错”。这种集体无意识，才是最值得警惕的。

你的音乐课被“语数外”老师占用过
吗？你的体育课由地理老师代上过吗？
以往文化课被人为地分成主科和副科，
体育、美育这些所谓副科课时常被主科
挤占，副科教师由其他科教师兼任的现
象时有发生。

在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下，校内减负、
校外增负的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
课余时间被大量挤占，体育锻炼不足使
肥胖、近视学生占比居高不下；校园欺凌
和学生极端行为时有发生，一些学生虽
已成人却没有“心理断奶”。这些现象背
后是体育美育不足、心理失衡、人格缺失
的教育之痛。

素质教育不能光靠喊。在高考指挥
棒还在左右学校、家长、学生的取舍时，
如果不把增加体育美育的考试权重确立
为一项硬指标，单纯强调素质教育，很难
改变这一状况。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挤占”

新闻：这几年一直在喊减负减负，
可孩子们的负担不但没减，书包反而
越来越重。近日，浙江省宁波市鄞州
区教育局出台了一项关于中小学作业
管理的规定，要求尊重学生个体间的
差异，如果晚上10点作业还没写完，在
家长的证明下，剩余作业可以不做。

（湖北经视11月19日）
点评：听上去很美。
新闻：11月13日，贵阳中医学院在

其官网上发布了《关于各单位要求我
校开具相关入学证明、就读证明、毕业
证明等材料的统一答复》的通知，告知
各单位：学生的毕业证、学位证是具有
法律效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入学时
间、毕业时间、就读专业、学制、学历、
学位等情况，贵单位应取消此类证明
或材料。（《贵州都市报》11月19日）

点评：无奈“各单位”要求不变。
新闻：11月17日，美国波士顿动力

公司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人形
机器人“阿特拉斯”又是走“梅花桩”，
又是秀后空翻，完成了一段精彩绝伦
的体操表演。今年3月，经济学者联合
发布论文，描述了一个人类与机器人
竞争工作的未来，并宣布机器人将是
赢家。（《新京报》11月20日）

点评：既来之，则安之。

花式催发货，让自己“快乐最大化”
马云等人所创造的“双11”，除去电商本身获得满足外，虽然已为购销两头都谋得了福利，但一大矛

盾还是逐渐清晰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即物流的速度日益不能满足买家的追求。

新闻快评

“咸鱼被列为致癌物”
是一种

不良生活习惯预警

□堂吉伟德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发布的一组致癌物清单引发关注。
这份清单将致癌物分为一至四类，其
中一类致癌物共有116种，不少生活中
的常见物被列为一类致癌物，备受国
人喜爱的咸鱼也在其中，编号96，还特
别被命名为“中国式咸鱼”。有网友对
此表示“咸鱼再无翻身之日了”“咸鱼
不仅没有梦想，连基本的食物功能也
丧失了”……

咸鱼被列入致癌物清单引发公众
关注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咸鱼作
为一种常见食物，在一些地方的普及
率和食用率较高，难免会引起公众对
健康因素的担忧；二是基于“谈癌色
变”以及对诱发癌症常识的相对缺乏，
让一些人内心产生恐惧。

致癌物不一定会产生癌症，饮食
只是诱发癌症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
还有遗传、环境等各种影响因素，所以
尽管很多人长期食用咸鱼，却未必会
患上癌症。只有诸多因素的叠加，比
如长期的生活、饮食不规律等，才会导
致癌症的产生。但问题在于，这种致
癌因素来一点，那种因素来一点，诱发
癌症的概率就较高了。以饮食为例，
碳酸饮料、咸鱼、槟榔果、泡菜、腌制或
烟熏食品，都具有致癌性；以饮食习惯
为例，长期嗜好煎炸类、烧烤类饮食也
具有诱发癌症的风险。

调查显示，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
310 万，死亡约 200 万。近 20 年来，我
国癌症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致癌
因素主要包括慢性感染、不健康的生
活方式、环境污染和职业暴露等。另
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的数据显示，患
癌群体越来越年轻化和低龄化。

保护环境、扩大筛查和早防早治
是一个层面，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是另
一个更为重要和基础的层面。减少致
癌因素的产生，离不开全民个体的自
觉，让个体基于对患癌风险的敬畏而
改变自身不良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

“咸鱼被列为致癌物”最大的意义
也在于此：对个体不良生活方式和饮
食习惯等诱发癌症的人为因素进行提
醒。大量证据显示，癌症患者中约有
60%到 80%的患者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故而，减少或消除这些人为因素就能
预防六至八成的患癌风险。

在“致癌物清单”引发人们关注的
时候，公众能够借此掌握更多健康饮食、
生活方式常识，实现自我干预和控制，如
此才能从自身出发避免患癌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