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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
有声
讲述

微信扫一扫，登录喜马拉雅。关注《大连晚报》收听有声专辑《实力热评》

综合广播FM103.3 《实力热评》（周一至周五11：00—12：00）

编造韦神捐1600万元抗洪
打着正能量旗号就不是谣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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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上出现多个“韦东奕为洞庭湖水灾捐款1600万元”相关内容。7月8日，记

者联系到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工作人员表示未曾听说此事。岳阳、华容县的慈善部门

也表示，未查到有1600万元的单笔捐款。同日，韦东奕堂哥回复媒体说：“这是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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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是夏天的梦

超纲诉求挤爆“12345”
情绪回收站也需“泄压阀”

“家中孩子无法管理，想要弃养，让相关

单位收养管教”“希望 12345 热线从

财政部门查询丈夫的工资发放时间以及明细”

“孩子考砸了心情郁闷，希望重新组织高考”……

这些看似“离了大谱”的内容，都是“12345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接到的真实诉求。近日，内蒙古“包

头12345”晒出一批不合理不合规诉求，一石激起

千层浪，“超纲诉求集锦”火速登场，引发全网热

议。

作为提供“7×24”小时全天候服务的便民热

线平台，人们对“12345”并不陌生。它是企业和群

众反映问题建议、促进政府科学决策、推动解决

政务服务问题的重要渠道，被称为社会情绪“泄

压阀”。自从“12345”上线后，便呈现持续“爆单”

的状态。因为这个平台与过去各管一摊儿的热

线电话不同，它秉承统一受理、按责转办、分级办

理、接诉即办、跟踪督办、就地解决的工作原则，

要求确保市民反映的每一个问题“件件有着落、

事事有回音”，不仅严格规定了处理回复的时限，

市民还可以监督跟踪工单办理全程。

既然贴上了情绪回收站的标签，“超纲诉求”

泛滥似乎就在情理之中。“孙悟空来了每天都得

接800个电话。”一位接线员如此形容自己的工作

感受，戏谑中藏着酸楚。他们明白，其实很多情

况下，人们只是想发发牢骚而已，并不真正在意

问题是否能得到彻底解决。但即便如此，该走的

程序一环都不能少。对于知识库范围之外的诉

求，接线员们只能苦哈哈地赔着笑脸，按照流程

分拨下单。接到“投诉单”的各个部门，则不得不

按照要求履行电话回访、调查研究、书面答复等

责任。

尽管秉承“民有所呼，我必有应”的工作原

则，但这个服务平台的受理范围也是有底线的。

《辽宁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管理办法》明确

规定了其受理内容：受理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

组织对政府管理和服务的非紧急诉求。诉求人

通过12345热线，就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

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提出咨询、

非紧急求助、投诉、举报、意见建议等诉求。

情绪回收站也需要“泄压阀”。对于合理的诉

求，“接诉即办”责无旁贷；对于有尺度的情感宣泄，

耐心倾听也是可行之举。但是，对于无理诉求甚

至谩骂，“12345”大可不必照单全收。因为，这不仅

仅是对公共资源的强行占用，更会让基层部门陷

入纠缠虚耗、顾此失彼的困窘当中。要想让政务

服务热线真正发挥其便民的作用，就请大家共同

守护好诉求环境：有秩有序，有理有据。

荷花是夏天的梦。梦里一只小小

船儿，摇摇荡荡，摇摇荡荡，摇

入藕花深处。莲叶何田田，荷花过人头。

满船清梦，月色温柔，荷香一重重。重重，

如夜的清歌。

是外婆家门前的荷塘。夏日里接天

莲叶，铺满了整个水面，风来时，平平仄

仄，仄仄平平，像是一首流动的诗。终于，

第一朵花苞探出了头。颜色真美啊：眉间

是娇俏的红，一点；脸庞是柔柔的粉，氤

氲；裙裾是清浅的绿，朦胧。一瓣紧裹着

一瓣，生怕泄露了什么心事似的，像谁家

小女儿，不胜凉风的娇羞。有了第一朵花

的勇敢，很快地，两朵，三朵，四朵……

“嘭，嘭，嘭”地跃出水面。

我的眼睛都要忙坏了：看看这一朵，

落落大方地开着，瞧瞧那一朵，羞羞答答

地开了两三瓣，还有那“小荷才露尖尖角”

的，犹借荷叶半遮面的，照影弄妆身微倚

的……卷舒开合，一派天真，像是出尘的

仙子们，是怎么都看不够的。每次看到这

样一池荷花，心中都会想：要是没有她们，

夏天大概要失去一半的韵致了罢。

我喜欢荡一叶轻舟，到荷花深处去。

那叶小舟很旧很旧了，好像自有荷塘

起，它便停驻在那里了。没有人知道它看

过多少次荷花，又见过多少看荷花的人。

听说古植物学家曾发现荷叶化石，距

今至少有1000万年——在那么长的时间

里，是谁对荷花发出了第一句赞叹呢？我

的小舟知道，我的小舟无言。

我只知道几乎没有人不爱荷的，所以

千百年来，荷之畔总是热热闹闹的。

《诗经》里，是女子在荷塘边，心心念

念着自己的心上人，“彼泽之陂，有蒲与

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在中国最早的

辞书《尔雅》中，荷花终于有了一份正式的

介绍：“荷，芙蕖。其茎茄，其叶蕸，其本

蔤，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其中菂，菂

中薏。”荷花有了芙蕖之名，菡萏是她的

花，莲是她的果实。后来，大约人们爱之

深切，后两者也成了“荷”的别名。

说起来，荷花该是拥有别名最多的

花。有取其颜色的，如朱华、丹辉；有取其

动静之态的，如风荷、静客；有指其生长环

境的，如溪客、水旦；有言其质比香草的，

如水芝、水芸；甚至在不同的生命阶段，荷

花都拥有不同的称呼，如：新荷称翠钱、将

谢为故蕖、瓣落为红衣；更不消说水宫仙

子、六月花神这些极尽溢美之意的……人

们当真是爱惨了荷花。

而荷花也担得起这般的盛名。周敦

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则

赋予她君子的品格。从此荷，真正成为中

国人的荷。

据“谁最中国”

近日，消费者高女士投诉称，自己在郑州市星帜美

歌整形医院进行丰胸手术后，手术过程被偷拍

为视频，并已经流出至视频平台。而经过一番维权追问，

何人拍摄、何人传到了网上，竟然成了谜团。高女士的尴

尬遭遇让人同情，这一事件不仅触及个人的隐私底线，也

暴露出医疗机构的巨大管理漏洞。

整形医院作为医疗服务的提供者，理应守护好患者的

隐私，尤其是丰胸这类医美手术，隐私信息高度敏感。然而

遗憾的是，在此次事件中，涉事整形医院不仅放纵偷拍上

演，面对消费者的事后维权，更是一味推卸责任，百般敷衍。

如报道中提到，医院先是辩称该视频的拍摄与发布均

为个人行为，且发布者并非医院内部人员，医院事先对此

并不知情。这样的甩锅说法显然站不住脚。既然不是医

院内部人员，为何能够进入到手术室如此私密的区域进行

拍摄？退一步讲，就算不是医院内部人员，手术过程中还

能人员混杂，允许外人在场，那也说明医院管理混乱与不

专业，对客户隐私高度不负责。

正常来说，即便医院真的不知情，在发生隐私泄露之

后，也应该积极配合高女士，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

给她一个说法。同时，及时进行内部的整改规范，将相关

的漏洞补上。然而，涉事整形医院一边忙着撇清责任，一

边又用“拍摄者目前已经离职”来打发高女士，甚至连拍摄

者的联系方式都拒绝提供，同时还表示，由于拍摄、发布视

频并非医院授意，医院拒绝对此事公开道歉。隐私被侵犯

了，高女士却连维权的责任人都找不到，医院如此敷衍的

态度着实令人失望与寒心。

目前，高女士打算诉诸司法程序维权。对于涉事整形

医院涉及的侵权行为，行业监管部门不妨积极介入调查，

看看医院是否存在手术室偷拍或其他违规操作。不管怎

么说，隐私保护的红线，绝不能被随意突破。医院作为提

供医疗服务的专业机构，更应该规范管理，杜绝隐私泄露

现象发生。试想一下，如果患者的手术过程，随时可能被

公开晾晒到网上，这样的医疗机构还如何赢得人们的信

任？ 据红星评论

丰胸手术被偷拍上网，一句拍摄者已离职就能了事？

从此前网帖传得沸沸扬扬，到如今北大等

多方证实此事不实，不少网友直呼：“到

底是谁在造谣？”一场热闹、吸人眼球的乌龙事件落

下帷幕，其背后隐藏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2021年，一次北大校园的采访视频，让韦东奕

在网络上迅速走红，韦东奕收获了一拨又一拨“崇

拜者”、关注者，不少网友纷纷称呼韦东奕为“韦

神”。此后，关于“韦神”的热搜时常上榜。

从“一晚上解决博士团队4个月难题”到“韦东

奕不适合教书离职北大”，从“带领奥数队夺金”到

此次的“捐款1600万”“计算月球采样轨迹”，关于韦

东奕的网络谣言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网络谣言为什么“圈住”了韦东奕？其背后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流量至上”的现象在

当前网络环境十分突出。这两天，南方遭遇近年最

强洪灾，受到各界广泛关注。把“自带流量”的韦东

奕与此次南方洪灾扯上关系，无疑会收割一大波

“泼天”的流量。

这让一些“自媒体”在“流量经济”的驱动下，不

惜以身试法，搬运加工、二次创作、东拼西凑、张冠

李戴甚至直接造谣。

另一方面平台把关不严，未真正肩负起“把关

人”的重担。纵观让韦东奕深陷网络谣言的这些事

件，不难发现，谣言的始作俑者都有自媒体的身

影。自媒体有流量冲动，平台却不能任其造谣生

事。

造谣韦东奕为抗洪捐钱，与一些恶意抹黑、中

伤的言论相比，似乎“价值观”更正确。但假的永远

真不了。这类造谣却因此更有隐秘性。如此，相关

平台的信息审核就得更有针对性，尤其涉及一些网

络热点话题，尽量不让谣言赚流量，放大辟谣者的

声量，是平台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然，自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阵地，也需

认识到编造、放任虚假新闻传播所带来的流量不可

能长久，最终很可能遭到流量反噬。踏踏实实做好

内容，才是取胜之道。

韦东奕刚走红时，北京大学曾回应：“数学研究需

要安静的治学环境，也衷心希望社会各界与我们一起

营造有利于年轻人专心开展学术研究的氛围。”

天才的世界不该被打扰，轮番登台的网络谣

言，不仅给深陷谣言的当事人造成困扰，也消耗了

公众的注意力与媒体资源。而且，这种动辄蹭热

点、造谣博流量的网络生态，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不

友好的。

前段时间，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

“清朗·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专项行动。相

关治理工作不断深入的同时，民众也需提高个人媒

体素养，不给谣言传播机会。 据新京报快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