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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一名自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
内科医生的网民“张煜医生”连发两条动态，质疑
行业内医生诱骗治疗致患者花费翻倍，之后再次
发文请求国家设立红线遏制肿瘤医疗不良行
为。4月19日，记者探访反映肿瘤治疗乱象医生
工作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张煜医生当日未出
诊。院方称其并非每日出诊，发文系个人行为。
医学界内人士认为，医生替换药物有自己的标
准。19日晚，国家卫健委针对此事发布通报称，
立即组织对有关情况和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
实，相关问题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绝
不姑息。 （来源：新京报）

@琦钰之旅：多少家庭因为有癌症患者债台
高筑，到最后人财两空……

@窑孒：是不是个人行为不重要，重要的是
真实性如何。

@星火骑士：别让患者伤身，伤财又伤心。
@龍仔：别让牟利的医生成了医疗界最大的

肿瘤！
@CZL_蔡：谁都要经过生、老、病、死的，必

须让大家放心安心。
@自由行走：严查彻查。为患者及家属构建

一个规范、清朗的医疗环境，让人能够看到生命
的希望。

@白：张医生言语可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但他仗义执言，敢于站在患者的立场来揭露问
题，这值得肯定，希望此次风波不要对他个人造
成负面影响。

@MKJ_喵：求一个真相，求一个公道。
@PIANO~赵奇：关键是制度建设，监督机

制！

对于“张煜医生”所说，是否全然正确，值得
商榷、仍待调查。但这个事情引发的高关注度，
也恰恰说明所提问题击中了病患痛点，必须重
视。不得不承认，张医生的“自爆”，不能贴行业普
遍现象的标签，但部分观点确实触及了医疗规范
与监管方面的一些短板，这不是坏事。有关部门
梳理过后，不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断完善。

医生揭露肿瘤治疗黑幕？
国家卫健委：调查！

前不久，山东泰安一学生误吞圆珠笔零件
卡住气管，老师海姆立克急救法急救成功。据
了解，为了避免儿童误吞，我国学生用品国家标
准中规定，直径小于16mm的书写笔笔帽应打
孔或留有通气面积，一旦被误吞，可以起到通气
作用。然而，很多商家售卖的笔都没有这个关
键的小孔。近日，上海市质量监督技术检验研
究院针对具有玩耍功能的学生用品进行市场调
研采样，发现超过5成文具产品不符合标准，存
在多种安全风险。 （来源：央视网）

@千层雪话事人：光抽查有什么用？
@_abl_：原来打孔是为了防止误吞，还以

为是为了让里面的小虫子透气。
@珠玉信为美：家里的孩子买文具都选好

看好玩的，实用性靠后……
@Shouki：不过，把文具吃到嘴里不能全

怪文具吧。
@斗图君图图：儿童用品生产厂家，国家真

的应该严格把控，这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呀。
@乌龙院系列官方微博：不能拿孩子的安

全当儿戏。
@柠小檬DL：这位老师很棒！希望对生产

不合格产品的的厂家严惩。
@匆匆的脚步匆匆：孩子们没有意识，还都

在笑，根本不知道当时情况有多紧急，应该给中
小学生普及这方面知识。

@星翡鸢藿：建议在学校普及一下急救教
程，关键时刻能救命！

@心理学刘爱民：该好好查查了！别小看
这问题，可能会致命。

就在上个月30日，本报A11也报道过《一支
笔含十种毒》。可看到这个抽查结果，还是让人
吃一惊：问题竟已如此严重。相关机构进行抽
检，发现问题；媒体及时曝光，予以提醒。但关键
的是，曝光之后怎么办？文具市场应该有个大普
查，问题文具都要揪出来，不能流入市场、到达学
生手中；追究涉事企业的责任；完善行业标准、加
大质检力度。事关孩子，不容轻视。

文具抽检一半不合标
接触或误吞后危害大

休闲时间里，约38%的人在刷手机

短视频成“杀时间”首要利器
《中 国 美 好 生 活 大 调 查

（2020-2021）》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人每天多了 24 分钟休
闲时间。在休闲时间里，有大
约 38.28%的人在做手机娱乐，
排在手机娱乐前三位的是刷短
视频、打游戏和追剧观影……
短视频无疑成为人们“杀时间”
的第一利器，相比之下，女性刷
短视频比例要高于男性。有三
成以上的人，休闲时间爱网购，
最喜欢网购的是95后年轻人，
60 岁以上人群也不甘示弱，排
在第二位。 （来源：央视）

@Ad天天家里蹲：短视频
App我都删除了，感觉不是你
玩它，而是被它玩。

@解锁黄昏：抖音我不敢
让它存在于我的手机里，一刷
就没完没了一天过去了，但看
这些我也没多快乐……

@诺式媒女：短视频某种
程度有点像“精神鸦片”，不过
这个主要是看人自己的自律
和克制，还有，生活充实度。
如果太闲散，就容易上瘾。

@风云飞扬：我觉得刷微
博也挺杀时间的。

@微笑的 weiwei：从不
玩“抖”，浪费生命。

@海里星丶：刷短视频都
成“浪费”了？那我该干点啥
呢？都说是休息时间了，谁管
我是刷视频还是刷微博还是
玩游戏呢？

@齐大概：短视频适应了
网络时代大家快速获取信息
的需求，刷上短视频很难再能
安静地看部电影、读几本书。

@潼訫潼語：戒掉“速食快
餐”，合理规划时间，或许是互联
网时代每个人都要学会的课程。

有人说，现在这年头，向一个人借30分
钟很难，但借30个1分钟很容易。不得不承
认，短视频App是成功的——刷短视频的感
觉，好像嗑瓜子，就是停不下来。只是在关
掉后，又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有网友担
心：每天刷短视频，人会变傻吗？或许真应
该警惕，因刷短视频而不知不觉中带走了我
们长阅读的能力。至少，不被裹挟，应该是
我们需要有的清醒和坚持。

90 后姑娘小狼本职是一名化妆师，机缘巧
合给客户做了一次伴娘，从此开启了职业伴娘这
一新奇副业，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婚庆市场潜在的
需求。小狼告诉记者，这一职业兴起的原因之一
是伴娘的专业性：“有时候闺蜜当伴娘比新娘哭
得更狠”，职业伴娘不仅能控制好情绪，考虑的也
更周到。职业伴娘VS闺蜜伴娘，你会如何选择？

（来源：浙江广电）

@他是一页冰一片雪一点霜：红白喜事都有
职业气氛组，太正常了。

@汤圆和毛芋粽：所以婚礼有什么意思？宾
客是碍于情面来的，跟妆摄影花钱请的，司仪花
钱请的，婚车花钱租的，现在伴郎伴娘也是花钱
请。看似热闹的一场婚礼，有几个人是真心在祝
福在感动？自嗨罢了。

@大喜天：对于没什么朋友的人确实是需要
的，这和给不给别人看没关系，只有一个朋友的
我也不知道结婚的时候她有没有假来……

@自弃双车赵汗青：重度社恐人士能找到配
偶已经是人间奇迹了，实在凑不出伴娘伴郎了，
花钱找几个小哥哥小姐姐应付一下其实也挺好
的。

@陈子亦：可以去开家伴娘租借公司。
@Zs-因为有你：职业伴郎我可以，有没有

招的？
@月亮也没烦恼：虽然是职业的伴娘，但也

是用心感受幸福的职业呀。
@到底什么昵称才可用223：我前段时间也

想过这个职业，然而我们这边好像对这个需求比
较少。

小编查了资料，作为一种新兴行业，职业伴
郎/伴娘正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崛起。时刻具备服
务意识和化解突发情况，是职业伴娘的优势所
在。美国人简·格兰茨于7年前创办了职业伴娘
的专项业务，如今已有超过5万人应聘。随着现
实中人际交往圈子的进一步缩小，这个行业似乎
也是部分人群的“刚需”。那么，在中国，这个模
式会不会从此以后推广开？

婚庆市场滋生职业伴娘
90后女生当30次伴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