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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生态文明 市民都应是“行动派”
文/王锦南

时下，微量元素专项

检测颇受家长们“青睐”。

顺应这种心理，一些私立

医院也将此作为揽客项

目，一次检查动辄收三四

百元不等。对此，儿科专家

表示，微量元素检测并非

必要的常规检查，一般人

无须补钙、补锌。

近年来国内微量元素

专项检测的方式虽然花样

百出，但迄今为止并没有

公认的权威检测方法，也

没有一个比较可靠的正常

值范围。而且家长盲目给

孩子补一些微量元素不但

起不到效果，反而有可能

不利于孩子身体健康，甚

至引发其他疾病。

正因如此，当时的国

家卫计委曾于2013年10月

下发通知，叫停和禁止微

量元素专项检测，明确指

出，根据儿童的临床症状，

可以开展有针对性的微量

元素检测，但要规范取血

技术操作和保存流程，使

用的仪器设备应当取得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批准。非

诊断治疗需要，各级各类

医疗机构不得针对儿童开

展微量元素检测。不宜将

微量元素检测作为体检等

普查项目，尤其是对6个月

以下婴儿。

不过数年之后，微量

元素专项检测却是有禁不

止，很多家长依旧愿意花

费数百元给孩子做检测。

究其原因，父母不希望孩

子在身体发育和成长方面

“输在起跑线上”。但说到

底，还是广大家长缺少相

关的常识，他们误认为微

量元素专项检测很有必

要，才会迷信一些医疗机

构的宣传，才会被误导。

要保障孩子健康成

长，彻底让微量元素专项

检测失去市场，各级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首先要加强

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其次，

有关部门还要加强对微量

元素专项检测、补钙等广

告宣传的监管，避免虚假

广告误导家长。

再者，也是最关键的，

各级卫生主管部门要加大

医学常识的普及教育，引导

广大家长正确、科学地认识

微量元素专项检测。如果怀

疑孩子存在营养不良的问

题，应及时带孩子去正规医

院检查，按照医生的医嘱补

充营养，而不是盲目地给孩

子做检查、买补品。

“朋友圈私照”被买卖
据报道，市民吴女士意外发现自己发在社交平台

上的照片被某微商用作“买家秀”发在朋友圈内，这让
她怀疑自己的照片被私下出售。记者调查发现，多种
类型的私人照片被打包放在网上出售。出售者称，这
些都是从社交平台下载的所谓“没有版权”的照片，如
果购买量大，还可根据要求“定制”。

杨朝清评论说：朋友圈原本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熟

人网络，现在却有可能成为别人牟利的工具。“朋友圈

盗图”，明显涉嫌侵犯他人肖像权。与此同时，个人隐

私在这种买卖中也可能会泄露，潜在风险不小。

这事也提醒我们，面对朋友圈里良莠不齐的“朋

友”，多一些风险防范意识，总归没错。

代写简历
据报道，记者在网上搜索“代写简历”，发现有很

多机构在做着帮人简历造假、蒙混过关的生意。商家
还理直气壮地声称“企业的招聘信息存在造假，为何
我们不能用假简历？”

杨玉龙评论说：简历与入职有着必不可分的关系。也

因此，为了求职顺当，尽快立足于职场，不少人将心思用在

了简历上，嗅觉敏锐的商家也就乐意从事这样的生意。

但是，在简历上追求完美，并不意味着可以弄虚

作假。比如，虚构求职者职场经验，或者直接帮忙联系

制作学历、学位、从业资格证书等等。这绝非是“助人

为乐”，这是在坑人。职业的开启，岂能从造假开始？

亲手栽下一棵树，亲手
养护一片绿，让巴彦淖尔山
更绿，水更清，天更蓝，让每
一个居民每一天都生活在
绿色园林中。4月10日，临河

区城区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发出倡议：各机关、团体、企
事业单位，广大市民朋友
们，积极参与绿地认建认养
活动，共同投身到绿化巴彦
淖尔的行动中来，当好践行
生态文明的先锋。（4月12日

《北方新报》）

在部分市民看来，践行

生态文明是政府的事情，跟

自己没有关系。但实际上，

践行生态文明需要政府采

取种种措施，但更需要每一

位市民的支持。可以说，生

态文明重在百姓行动。

而对市民来说，践行

生态文明，除了积极响应

绿化部门发出的“认建认

养绿地”的倡议之外，还可

以做得更多。比如说，坚持

绿色出行，学会并坚持垃

圾分类，选择生态葬处理

身后事，积极参与环保组

织开展的活动等等。

可以说，只要市民愿

意，我们完全可以在日常

生活中做践行生态文明的

“行动派”。而如果人人都是

践行生态文明的“行动派”，

则不但绿色低碳的生活方

式会成为潮流，我们生活的

环境也会越来越美好。

评论投稿信箱：

bfxbbtxw@163.com，

请注明“本土声音投稿”。

谁来揭开车贷骗局的盖子？
文/南 木

据《北方新报》报道，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的任宇等

人在微信群里看到一则办理贷款信息，便与对方联系

办理。一顿操作下来，遭遇的结果却是被贷款公司天

天催还贷款，“贷款”买的车也不知道去哪了。

纵观该事件发展过程，对方行为鬼祟让人有云山

雾罩之感，一时难以厘清脉络。但结果是明确清晰

的———任宇等人各自背了4万元至十几万元不等的

债，到手的钱只有欠钱的1/10。车没了，反而欠了一屁

股账，不仅和他们的初衷大相径庭，也不符合借贷的

基本规则。这个比非法高利贷还狠的结果只能说明，

对方领着任宇等人钻法律空子，不是提供特殊服务，

而是涉嫌设局诈骗。天上掉的不是馅饼，而是陷阱，任

宇等人需要反省自己的过失。可与之相比，更为紧迫

的是揭开骗局的盖子，让其中的猫腻大白于天下；对

涉及违法犯罪的人员，予以严惩，以防止更多人受骗

上当，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金融秩序。

据媒体报道，研究生

小鑫（化名）在参加江西省

农业发展银行校园招聘

中，通过笔试、面试后，却

被第三方机构的检测系统

判定在情绪上存在高风

险，江西省农发行以此为

由拒录小鑫。

要说银行内部人士借

机器人评测，在招聘上舞

弊，这样的“阴谋论”恐怕

站不住脚。但在整个招聘

过程中，江西农发行也并

非没有过错。

过错之一，江西农发

行对小鑫早早发出拟录取

的通知。作为银行招聘的

组织者，他们显然知道机

器人评测有否决的可能，

既然如此，就该充分告知

应聘者风险，让应聘者有

心理准备，以防其“把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实际上

正是因为江西农发行的这

一过错，导致小鑫对招聘

结果产生了过于乐观的误

判，放弃了2018年春考和

省考的机会。

过错之二，机器人评

测的结果对小鑫不利，江

西农发行并未及时、主动

告知小鑫，而在小鑫质疑

评测结果时，农发行也没

有公布相关评测的具体依

据，这对当事人很不公平。

从拟录取到拒录取，

这样的变化对于应聘者利

益影响太大了。及时、主动

告知，应是招聘单位的基

本责任所在，但江西农发

行却不向小鑫透露半点信

息，直到小鑫追问，才被迫

吐露实情。

其实，招聘中引入机

器人评测，固然有利于排

除人为干扰，但也要遵守

公开、公平的招聘规范。

而且，在招聘中将决

定权交给“机器人”的做法

值得商榷。检测机构也坦

陈，机器检测不排除也有

误判，其出示的评测报告

也要求，对考生的评估，建

议与EPI测评、评价中心技

术等方法组合，进行综合

考量。

江西农发行却因一纸

报告，就否决了应聘者小

鑫，实在太过草率。如果一

家企业真正渴望人才、爱

护人才，就该有一个畅通

的权利救济通道，郑重对

待应聘者的质疑。如此，才

能避免真正的人才在招聘

中被机器“误杀”。

◎◎读者热评

微量元素检测走俏源于常识缺乏
文/张立美

◎◎快言快语

◎◎网友发言

◎◎微评

校园招聘岂能由“机器人”主导？
文/于 平 画/勾 犇

◎◎画里话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