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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强制“刷脸”，迈出隐私保护第一步

集思录

微 评

“少外出、不聚集”是最好的抗疫行动
周丹平

“网上明厨亮灶”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许君强

畸形的“小腿神经离断
瘦腿手术”就该叫停

张玉胜

“四朝元老”终圆梦诠释坚持的力量
贾梦宇

《浙江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规定》
近日作出修改，《规定》新增这样的要求：从事网络餐饮的小餐饮
店，应当逐步实现以视频形式在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实时公开食
品加工制作过程。（据澎湃新闻网7月31日报道）

外卖给人们带来了方便快捷和丰富多样的用餐体验，与此同
时，不时被曝光的外卖后厨脏乱差的问题，也给人们带来了用餐安
全的担忧。2014年国家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部署开展明厨亮
灶工程，成为保障餐厅后厨卫生和食品安全的有效举措。而在移动
互联网深度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当下，打造“网上明厨亮灶工程”、
让人们吃上放心外卖，又成为摆在有关部门面前的一个新任务。

据有关统计数字，2020 年我国在线外卖用户规模 4.56 亿人，
同比增长7.8%，外卖行业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爆发期。不让后厨
在新一轮行业爆发中成为“网下黑”，监管措施就必须跟得上行业
的发展节奏。浙江省通过立法，明确从事网络餐饮的小餐饮店应
逐步实现通过视频的形式直播后厨实景，是监管与行业发展“齐头
并进”的有为之举，有助于打造网上、网下立体化的明厨亮灶工程，
全方位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值得各地在放眼长远发展中
加以借鉴推广。

国家卫健委办公厅近日发布通知，禁止开展“小腿神经离断瘦
腿手术”。通知指出，该手术缺乏科学依据和循证医学证据，直接
导致神经不可逆损伤和下肢运动功能障碍，存在严重安全性问题，
有悖于医学伦理原则，禁止应用于临床。（据央广网8月2日报道）

“筷子腿”“A4腰”“巴掌脸”……近年来，某些医美机构为了逐
利，大肆贩卖“身材焦虑”，鼓吹“以瘦为美”的畸形审美观，诱导爱
美人士给自己“动刀”，而对手术的风险却避而不谈，给人们的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专业人士认为，所谓“小腿神经离断瘦腿手术”，就是通过切断
腓肠肌内、外侧头肌支神经的方法，使腓肠肌萎缩以达到小腿塑形
瘦腿的目的。该手术虽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瘦腿的效果，却是以
自伤筋骨、自毁健康为代价，是一种病态之“美”。

任何让人变美的方式都不能以牺牲健康为代价。更何况，舍
弃了健康，何以言“美”？这是医学伦理的底线，是当代审美的基本
内涵。“小腿神经离断瘦腿手术”以严重损害健康为代价，已超出了
合法的诊疗范围。国家卫健委及时果断予以叫停，释放出加强监
管的强烈信号。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通知要求，对有令不行、有禁
不止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从严执法、严惩不贷，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的身体健康。

北京时间 8月 1日，中国铅球选手巩立姣
出战 2020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决赛，以 20米
58的个人最好成绩，为中国队再夺一枚金牌，
这是中国田径队本届赛事获得的首枚金牌。

（据新华社8月1日报道）
“这一天，我等得足够久了。”此前三届奥

运会，巩立姣拿过第四名、第三名、第二名，第
四次征战奥运会“一投定乾坤”，弥补了“只差
一枚奥运金牌”的遗憾，终于完成了自己职业
生涯的大满贯。奥运会“四朝元老”，以绝对实
力站在了最高领奖台上，终于圆梦，诠释了坚
持梦想的力量。

滑步、转身、出手，随着一声呐喊，铅球以
漂亮的弧度飞向远方。铅球作为一项技术要
求特别高的运动项目，每一次的出手动作都要
经历千万次的磨合。从练铅球的第一天起，巩
立姣的梦想从未改变。为此，在坚持训练的
21 年里，她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汗水。备
战东京奥运会的训练周期，巩立姣每天训练的
投掷次数都在200次以上，“有时候用标准的4
公斤比赛铅球，有时候用 5公斤甚至 8公斤的
训练铅球，所以每天要投掷1吨多的总重量。”
正是经过上百万次的投掷，一球一球的坚持，

巩立姣才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奥运赛场上，从不缺乏坚持者的拼搏身

影。参加本届奥运会的老将中，46岁的乌兹别
克斯坦选手丘索维金娜是体操界当之无愧的

“神话”，虽然止步于本届奥运会资格赛，但她
连续 8 届奥运会坚持参赛令无数人动容。40
岁的德国乒乓球老将波尔尽管本届奥运会无
缘男子单打八强，但已经参加了6届奥运会的
他，表示还会再来。在女子赛艇双人双桨赛事
里，35岁的英国组合海伦·格洛弗和队友斯旺
以落后 0.01秒的微弱劣势取得了第四名的成
绩，虽然无缘奖牌，但在这背后，是二胎复出的
冠军妈妈对梦想的执着和坚持，以及再次挑战
自己的勇气……这些奥运选手用自身的行动，
展现了坚持的价值，比金牌更具“含金量”。

没有什么比梦想更值得坚持。奥运比赛
仍在继续，每一位站上赛场的运动员，都是我
们心中的王者。只有更自律、更刻苦、更坚强
的运动员，才能不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才
能最终成就梦想。新征程上，我们每个人同样
要以顽强不屈的态度应对困难和挑战，奋斗不
息、拼搏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作出自己的贡献。

8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法新司法解释，对经营场所滥用人脸识别技术等问题做
出规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
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人脸验
证、辨识或者分析，属于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据中新网8月1日报道）

不得强制“刷脸”，迈出隐私保护第一步。只有让人脸识别技术在法治轨道上
健康发展，才能让公众不再为自己的“脸”担忧。

河北省疾控中心7月30日发布《致全省
广大居民朋友的一封信》，提醒大家一定要
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严格落实好各项防控
措施。信中指出，坚持非必须不出境，非必
要不出差、旅行，尤其是不要前往疫情中高
风险地区、旅游热点地区。继续做好个人防
护，坚持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
扎堆、不聚集、分餐制、用公筷，保持 1 米以
上社交距离等良好卫生习惯，尽量不去或少
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自觉遵守
防疫措施……（据《河北日报》8月2日报道）

近期，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处于高位，
我国多地出现本土确诊病例，传播链已波及
多个省（市），并发生多起聚集性疫情，疫情
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任务艰巨。目前，世界新冠肺炎传播的主要
变异株是德尔塔毒株，它在人体内的病毒载

量比普通株高 100 倍，传播力更强；在身体
内的潜伏期较短，只有 1-3天就发病；在体
内转阴的时间也较长，长达 13-15 天，远长
于普通株的 7-9天。现在正值暑期，也是旅
游出行的高峰期，人员流动频繁，阻断新冠
肺炎疫情传播十分紧要。

传染是病毒对人类社会最大的威胁，人
员聚集是病毒传播传染的最大概率途径之
一。多地出现的聚集病例，再次证明了“少
流动，少聚集”对防疫的重要性，也再次提醒
我们，每一次外出都可能增加病毒传播和感
染风险，每一次聚集都可能让这种风险倍
增。减少不必要活动、减少聚集是切实有效
阻断疫情传播的重要举措，是整体疫情防控
更主动、更妥善的有效保障。

去年初，一则科普视频广为流传：一排
火柴密集扎堆，点燃其中一根，根根都会被

点燃；但只要挪走旁边两根，火势就能得到
有效阻隔。这生动展示出隔离救治的意
义，充分说明每个人都是疫情防控的重要
一环。只有环环相扣、人人尽责，才能及时
阻遏疫情传播、蔓延的势头。疫情面前，人
人都是参与者，人人都是战斗员。每个人
都理解并遵守“少外出、不聚集”的倡议要
求，是对自己的生命健康安全负责，也是对
大局负责，是对正常生活环境和社会秩序
的维护。

非常时期，需有非常之策。常态化疫情
防控形势下，个别地方出现病例都在可控范
围之内，公众不必过于恐慌，但也绝不能掉
以轻心，更不能置身事外。落实“少外出、不
聚集”等倡议要求，需要更多人自觉行动起
来，克服麻痹、侥幸心理，理性、清醒地认识
疫情，科学、审慎地防控疫情。“少外出、不聚

集”也许会给工作、生活带来一些不便，但忍
住现在一时的不便，才能早日恢复长久的方
便。相信绝大多数人有这样的觉悟和担当，
能够理解、遵守和执行相关要求，更加坚定
战胜疫情的决心和信心。

疫情防控的成功，从来都离不开个人
的积极配合。经历过曾经的风雨艰险，我
们更能理解“少外出、不聚集”的抗疫共识是
多么重要，更能意识到自己应当肩负起什么
样的责任。每个人都积极参与疫情防控，都
为阻断疫情传播增添力量，我们必将筑起一
道保护自己、
惠 及 他 人 的
生命防线，坚
决 打 赢 这 场
抗 击 疫 情 的
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