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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喝了“双胞水”能否生双
胞胎，需要科学证据，不能胡乱关
联。若涉及具体产品的功效，宣传
上一旦越界，不仅误导消费者，更
是违反相关法律。当地宣传部门
需要进行调查和认定，依法依规处

理，以澄清真相。长期以来“双胞
文化”流传，当地也顺势以此为噱
头发展“双胞”经济。这对一些企
业与地方来说也是一种提醒，要把
握好传说与科学的边界，不要“走
火入魔”。

喝喝““双胞水双胞水””就能生双胞胎就能生双胞胎？？
云南墨江双胞产业已规模化云南墨江双胞产业已规模化

近日有网友发文称，其妈妈从
云南旅游带回一瓶普洱市墨江县
生产的“双胞水”，水厂老板称墨江
是双胞之城，很多人喝了双胞水都
生了双胞胎。此事引发网友热议。

6 月 27 日，该水厂所在地村
民告诉记者，水厂是从村里取水，
村里确实也有双胞胎。但说喝双
胞水能生双胞胎，可能是一种美

好的愿望。不过，墨江当地的“双
胞胎”产业已呈规模化发展，不仅
有双胞水、双胞井，还有“双胞城”

“双胞泉”白酒，更有双胞大道、双
胞大酒店、双胞小镇，以及墨江国
际双胞文化园。每年 4月底至 5
月初，墨江都会举办“国际双胞胎
节”。

（来源：极目新闻）

@老天才：喝两瓶会不会生四胞
胎？

@自游的鱼：据我所知有这功效
的只有子母河的水。

@佛兰克：本来不知道，现在知
道了……笑一笑，十年少！

@TT朱古力不是巧克力：名字
是可以这么取的，但是宣传不能这么
宣传，这就是虚假宣传了。

@细味生活：有数据分析吗？喝
了大概率是生男还是生女啊？

@反正不是一棵菜：有没有可能

是那边的基因问题，不是水的问题？
@若爷爷：有意模糊边界，以虚

的传说弄成了现代迷信。
@秋风抚剑匣中鸣：谴责归谴

责，倒是想尝尝。
@杨阳阳0124：我是普洱人，每

次看到有人刻意去喝那个双胞胎水
我也很不理解。

@心系荒野：有那么多人如此愚
昧迷信，可见科学教育任重道远。

@优雅的王DS：所以产品是怎
么获批的？

妈妈私拆女儿档案袋，如果
从相关制度法规方面来看的话，
其实已涉嫌违法违规。但我们相
信，这位妈妈也是无意坏事。这
其中，暴露出高校档案的管理漏
洞。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档案是

严禁自行携带转递的。这位女孩
的个人档案为何会存放家中？高
校怎么会把毕业生档案发给个人
进行转递？此事给档案管理敲响
了警钟，学生的档案管理工作要
规范，不可轻视。

女儿因妈妈误拆档案袋崩溃大吼女儿因妈妈误拆档案袋崩溃大吼
档案袋被私自拆开如何补救档案袋被私自拆开如何补救？？

近日，一则“妈妈私拆女儿放在
家中的档案袋，女儿被气哭”的视频，
引发热议。视频显示，一位女生走进
屋内一眼看到桌上被打开的档案袋，
急得崩溃大吼：“妈！你不能打开
啊！打开就不行了！学校就不收
了！”妈妈也无奈辩解：“我又不晓得。”

6月28日，误拆女儿档案的母
亲张女士发文道歉，称深刻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今天已到相关部门重
新审核封印得到了圆满解决，在此
感谢老师和领导的帮助，希望各位
家长朋友引以为戒，档案袋的重要
性，千万别拆！ （来源：新京报）

@一粒沙：好奇害死猫。
@水滴：封条上应该写着“严禁

私自拆封”吧？
@福星高赵：这事儿我也干过。
@微笑1450：只要内容真实，没

有涂改，没事的。
@囍连：吸取教训，保护好个人

档案！
@木易：这些常识还是要多普及

的。
@小闹腾：以前总幻想自己档案

袋里有什么，后来进了人事部门知道
了。其实也就是上学时期的学生表、

体检表、成绩单、实习报告，工作后的
合同、调资表……

@快乐：个人档案一般会存放在
学校、人才市场或工作单位。

@Jerry：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档案
是严禁自行携带转递的。

@QD-Y：为什么不能学校直接
寄送，非要过下学生的手？

@自来随云散自去逐水流：这么
古老的管理方式，也该改一下了吧。

@史玉清：“互联网+”时代，档案
是否考虑电子化？

@名宇君：做父母也要有边界感的。

显然，这些自称“老师”侃侃而谈的人，也跟其他短视频主播一样——目的就是通过贩卖焦虑来
获取商业利益。“暑假可怕体”并不新鲜，以前在各大学校门口也通过传单推送过，只是现在出没于
更轻松、自由的网络平台。瞄准公众普遍焦虑的短视频批量流水线生产模式，才是更可怕的。对于

“暑假可怕体”忽悠话术，一方面要及时打击清理，另一方面也要塑造科学教育理念。

“X年级的暑假最可怕”热传

谁在炮制“可怕的暑假”？

暑假将至，在部分短视频平
台中，一些所谓“资深老师”的警
告视频热传。视频中，这些“老
师”“一本正经”地提醒家长：“一
年级的暑假是最可怕的”“小学二
年级的暑假很危险”“三年级的暑
假是最可怕的”“五年级的暑假才
是最可怕的”“小升初的暑假是最
可怕的”“孩子在初二的时候，是
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开学就要初
三的孩子们，暑假别再玩了”……

从具体内容来看，这些人所
说的“暑假危险、可怕”，通常指的
是暑假如果没有补课，就容易落
后。公开信息显示，不少账号都
已开通购物橱窗，点进去则是各
种补习资料。

事实上，教育部办公厅近日
已发布通知，要运用智能监测手
段，对线上培训主体和重点网站
平台开展全时段深度巡查，严防
严查违法违规开展线上培训和广
告宣传等问题。

（来源：中青报）

@门徒：暑假，不玩
耍才可怕！

@歆：每年的寒暑
假都被形容为弯道超
车的最佳时机，其实利
用一个假期自我复盘
式地查漏补缺，做些自
己喜欢的事，之后满血
复活地进入下一阶段
的学习，更有利于身心
健康！

@H：想知道究竟
哪个阶段不可怕？

@ 阿 梅 日 不 落
KTV：天天有些所谓的
老师，在视频号里面窜，
内卷得厉害！

@涛声依旧：制造
焦虑和制造谣言一样恶
劣！

@飙哥：他们贩卖
的是焦虑，挣的是人民
币。

@熊红权：线上不
行搞线下，我就接好多
电话。

@丁广明：现在孩
子们学习压力太大了，
违规卖课，得治！隐形
变异的校外培训，要严
厉打击。

@夏天：监管部门
有所作为，及时执法，构
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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