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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因知

受到“最高级别关注”、刷
屏了一个周末的“区块链”，在
昨天迎来实战。沪深两市各
路资本涌入，据证券日报报
道，区块链概念股数量一夜翻
倍，从 80 余只个股猛然涨到
170 余只，逾 100 只区块链概
念股涨停，但据记者梳理，只
有少数几家具有区块链业务
实际收入。

可 见 ，市 场 上 部 分 公 司
“蹭链”意图明显。然而，正如
中央政治局学习公告指出的，
区块链首先是一种建立在计
算机科学上的“技术”，是我国
需要继续“加大投入攻克”的

“基础研究”。目前大部分企

业实际上既无区块链的技术
储备，也无从事区块链研究的
能力甚至兴趣，把区块链当作
商业模式甚至营销标签来蹭
热度，其实是不负责任的炒作
和欺诈行为。

目前主流的看法认为，区
块链技术的核心是一种去中
心化的信息存储，并以复杂的
共识算法为支撑。区块链技
术的前景在于应用到以互联
网、数字、智能等相关领域，而
不是所有领域，更不能简单替
代人类社会基于真实互动的
信任机制。

决策层此番学习的基调，
亦没有把区块链视为“万能”，
而是旨在在特定领域有针对
性地“强化基础研究，提升原

始创新能力”“推动协同攻关、
加快核心技术突破”。

可见，区块链在我国还属
于需要继续攻坚的前沿技术，
远未到大规模应用普及的地
步，更不是寻常企业通过语言
修饰就能嫁接的。

这些天，除了少量埋首研
发核心技术的正经企业外，身
边冒出了不少“区块链保洁”

“区块链女神”之类生搬硬套
的“概念项目”，我们完全可以
一笑置之、不必当真。

但值得担心的是，诸多高
大上的上市公司也来“蹭链”，
并辅之以更精心、更诱人、更
真假难辨的术语，如智能合
约、分布式记账等，股民就很
可能稀里糊涂“入坑”。倘若

还有人试图借此再次激活已
然走下坡路的各类“空气币”，
就更加值得警惕。

目前区分真假区块链的
一个简单办法是，在其宣传话
语中剥离区块链三个字后，其
生产或经营操作模式是否还
能实现或被理解。

而事实上，目前喧嚣在大
众视线中的区块链业务基本
上都是这个套路，它们投身区
块链的核心技术恐怕是写文
案，而非编代码。他们所实现
的信任机制，仍然只是基于原
有的中心权威的自我相互验
证而已。

总之，区块链作为一门可
能实现“弯道超车”的新技术，
值得有志者深入钻研，企业家

们也不妨投入资金和技术来
为之助力。

但区块链既不是一哄而
上拼规模就能有突破的“低端
产业”，更不该被没有真心打
算研发和经营的企业拿来充
当点缀装饰。在基础研究还
没有重大突破的背景下，就一
哄而上蹭热点，甚至磨刀霍霍

“割韭菜”，并非“繁荣”而是
“危机”，甚至将基础研究引向
歧途。

上市公司是我国企业界
的 精 华 ，本 来 也 各 自 有 过

“ 斩 将 夺 关 ”的 核 心 经 营 能
力 ，还 是 希 望 它 们 不 忘 初
心 ，脚 踏 实 地 做 好 本 分 ，给
股民一份诚信，还区块链一
份纯净。

区块链概念股大涨，别被“蹭链者”拉进韭菜地

□澎湃

内蒙古一男子在微信
群吐槽化肥“含量不够”被
拘留的事，引发了不小的讨
论。

按警方通报，内蒙古自
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村
民梁某某，没有购买使用某
化肥公司的化肥，并且在没
有任何证据证明该化肥有
质量问题的前提下，在一个
50 人的微信群内发表该化
肥含量不够等言论，造成严
重社会影响，构成虚构事实
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
8日。

处罚依据是《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 25 条，“散布谣
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
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
共秩序的。”而且，警方认为
是梁某某的言论，“造成 20
余名村民聚集，并用拉横
幅、四轮车堵大门等形式进
行维权”，构成虚构事实扰
乱公共秩序。

尽管如此，在微信群吐
槽之“轻”与剥夺公民人身
自由之“重”之间，还得追问
一下此案的一些关键细节
和法律证据链，才能让人服
膺行政处罚的正当性。

一者，农民已被拘了，
但 化 肥 的 质 量 究 竟 如 何
呢？“没有购买使用”就说某
化肥公司的化肥含量不够，
当然不严谨；但是，同样在

“没有购买使用”该化肥的
情况下，警方就认定化肥
含量是够的，有没有科学
检验作为证据支撑？还是
直接拿了企业方面提供的
产品合格证明，就认定了
谎言？

二者，农民梁某某到底
在群里吐槽了什么话？这
些话有没有事实根据？是
传了周围人对这款化肥的

吐槽，还是无事生非，心存
贬损化肥商誉的恶意？这
些吐槽，是不是构成法律意
义上足以和“谎报险情、疫
情、警情”等社会危害相当
的“谣言”，必须要动用行
拘这种处罚手段？“20 余名
村民的聚集”和梁某某的
吐槽，有没有构成法律上
的因果关系？为什么村民
因几句吐槽就挑起怒火？
是不是之前与化肥厂商存
在其他矛盾？

如此种种，还是需要当
地 警 方 能 够 充 分 释 明 案
情，把关键的法律节点向
公众掰开揉碎、讲清楚，这
既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也是阳光执法、公正执法
应有的自信，要经得起公
众围观。至少目前本案用

“吐槽了化肥就被行拘”来
概括，是不符合公众对公
正的期待的。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但
应该明确，诽谤案原则上应
该是民事的商誉、名誉权纠
纷，应该由当事人通过民事
诉讼来解决，不应该一刀切
地直接由警方处罚。从之
前“抓捕吐槽鸿茅药酒医
生”的个案来看，公众对这
样的执法强度难免心存芥
蒂。

针对商品质量的吐槽，
微信群里的聊天，毕竟不是
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不可
能字斟句酌，难免有表述不
严谨、夸张的地方，其中还
要分清情节，对症下药：对
恶意诽谤，甚至煽动者，应
该依法亮剑；也要给消费者
对商品质量的正当吐槽留
下空间。

公众对“吐槽化肥案”
的关注，并非为造谣者站
队，而是希望明确执法边
界，避免公民正当吐槽也战
战兢兢。

拘了农民
也得问问化肥质量如何

□罗志华

10 月 26 日晚，歌手林俊杰在江
苏镇江举办演唱会。次日，名为“林
俊杰的吊水针头被出售”的话题引爆
网络。当晚，镇江当地多个部门就此
事展开调查。28 日零点，镇江市第
一人民医院发布通报称，事件起因系
医院工作人员追星，在林俊杰先生离
开后拍摄相关视频照片并发至朋友
圈，被他人转载利用，称售卖林俊杰
先生所用医疗用品。经核查，无医疗
废弃物流失，涉事工作人员已停职。

28 日上午，林俊杰经纪公司也
作出回应，表示对极个别工作人员无
视职业操守、泄露信息的行为深表遗
憾，呼吁抵制侵犯艺人隐私、扰乱公
共秩序的行为。

尽管医院通报将炒作“售卖林俊
杰用过的针头”传闻的责任推给了社
会人员，但不可否认的是，该院医务
人员至少参与了林俊杰所用的吊水
针头、输液包等医疗用品的收集与展
示，包括林俊杰吊水的药单也被展示

了出来。而根据网传视频，林俊杰躺
过的病床也被个别医护人员轮流

“躺”了一遍，周围有数名工作人员围
观和拍摄。

就这些情节看，涉事医院工作人
员的专业性、严肃性俨然已被抛之脑
后。某种程度上，该院医务人员利用
职务之便追星，是这起事件的乱源。

医务人员当然有追星的自由，只
要不违反法律和道德即可，但追星也
要划清边界、要分场合。在工作时间
内，特别是为明星提供医疗服务时，
不该因为追星而影响医疗服务的专
业流程，作出违规行为。

不仅医务人员如此，其他职业也
是如此，如警察和安保人员平时也可
以追星，但在演出现场却不能。假如
他们也争着与明星合影或索要签名，
现场秩序就会发生混乱。

职业精神对社会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在医疗领域，几十年坚守平凡
岗位，不因外界影响而改变初衷的医
务人员大有人在，这便是职业精神的
体现。相反，倘若明星就医，就因为

被公众熟识、喜欢，隐私信息甚至是
用过的医疗用品随时可能被展示转
卖，那恐怕医院会成为明星八卦“集
散地”，其公共服务性、专业性也将受
到质疑。

虽然在患者隐私保护不力问题
外，该院部分医务人员的职业精神失
守带来的实际后果未必有那么严重，
但跳出个案看，医务人员职业伦理失
守现象的隐患需要警惕：若职业精神
败给了利益，各种不当的逐利行为就
可能出现，吃回扣、倒卖患者信息等
行为就会发生；若职业精神败给了侥
幸心理，医疗规则就会失守，医疗风
险就会大增；若职业精神败给了追星
狂热，那就可能扰乱正常医疗服务秩
序，带来破窗效应。

如今事情业已发生，该院既要严
肃处理涉事医务人员，但更需立足长
远，在医院内强化职业操守教育，使
所有医务人员在面对明星和其他更
大诱惑时，都能够始终保持职业精
神，确保正常的医疗秩序不受任何外
部因素影响。

职业操守别败给追星冲动

目前区分
真假区块链的
一个简单办法
是，在其宣传
话语中剥离区
块 链 三 个 字
后，看看其生
产或经营操作
模式还能否实
现或被理解。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但诽谤案原则上应该是民事
的商誉、名誉权纠纷，应该由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来
解决，不应该一刀切地直接由警方处罚。

医务人员当然也有追星的自由，但别以丧失职业操守的方式追。

近日，大连一名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童的案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专家表示，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背后往往存在监管缺失、教养不当、关爱缺乏、保护不力等共性问题。
只有将学校教育、家庭监护、政府矫正、司法惩戒等各方面统一起来，才能切实解决刑事犯罪低龄化问题。

新华社发

未成年人犯罪的背后缺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