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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前不注册社交账号” 值得认真考虑

今年 7 月 ， 河南统计局发布的一

份调研报告显示， 庞大的老年人群体，

催生巨大的就诊和陪诊需求， 90%以上

的就医对象会因无法独立就医或家人工

作繁忙、 难请假或请假成本太高， 选择

陪诊服务。 作为一种服务新业态， 陪诊

师的出现是以陪伴病人、 代跑腿为主营

业务， 现在为何能代挂别人挂不到的名

医号、 专家号?

陪诊师异化成了 “黄牛党”， 这样

的现象在一些医院变得越来越常见。 陪

诊师的出现， 本来是主要服务于不熟悉

医院流程或行动不便的老年人。 现在一

些城市的医院越来越大 ， 尤其是一些

“超级医院”， 在不少患者及患者家属眼

中 ， 就像是一个个的迷宫 ， 挂号 、 就

诊、 检查、 取结果、 取药、 缴费等， 分

散在不同的地方， 这增加了患者 “看病

难”， 不少年轻患者到这些大医院看病

都会有难度， 老年人更是如此。 而且很

多老年人也不懂网上预约挂号， 子女因

为工作繁忙， 也没有时间陪老人就诊，

这都给 “陪诊师” 这一行业以机会。

但对于陪诊师， 目前还没有具体的

从业规范， 陪诊师准入门槛低， 缺乏统

一、 专业的管理， 导致泥沙俱下、 鱼龙

混杂， 而 “黄牛” 披着陪诊师外衣， 也

具有较强的迷惑性、 隐蔽性， 给监管带

来了难度。 不仅是一些陪诊师换上马甲

成了 “黄牛 ”， 还有一些以前医院的

“黄牛” 换上马甲， 成了陪诊师， 一些

医院 “黄牛” 借助陪诊师马甲得以卷土

重来、 死灰复燃。 一些陪诊师甚至通过

贿赂等违规方式来抢专家号， 或免费做

检查进行手术插队等。

医院陪诊行业不能野蛮生长， 陪诊

师不能 “黄牛化”。 要让医院陪诊有利

于解决患者 “就医难” 的痛点， 帮助医

院优化就诊环境 ， 而不是扰乱就诊秩

序， 加剧患者 “就医难” 的痛点， 损害

广大患者权益。

要规范陪诊服务， 做好陪诊服务管

理， 需要完善相关监管制度， 制定统一

的行业标准 ， 对陪诊服务进行有效管

理， 给陪诊师戴上 “紧箍”， 整肃与净

化陪诊师队伍， 如让披着陪诊师外衣的

“黄牛党” 无处遁形， 让陪诊师回归本

业， 防范陪诊师对医疗风气带来负面影

响。 还要严防 “黄牛”， 医院要加强挂

号管理， 完善挂号实名制， 对网上预约

挂号系统进行优化与升级等。 同时， 还

要全面推进医疗资源均衡化， 从根本上

铲除滋生医院“号贩子”的土壤。

要规范陪诊行业， 引导陪诊职业规

范发展， 防范陪诊师身份异化， 推动陪

诊行业专业化发展， 也需要医院起到主

导作用 ， 持续提升服务质量与诊疗效

率， 打击号贩子问题， 解决好患者 “看

病难” 的痛点， 改善就医体验， 规范就

诊秩序， 让就医过程变得更有温度。

陪诊师不能“黄牛化”
□ 戴先任

 也有人觉得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

体不能因噎废食， “不能一禁了之”。

但既然是倡议， 而且只是在 16 周岁

之前 “尽量远离” 社交媒体， 不注册

社交账号， 应谈不上因噎废食。

让未成年人与手机、 网络保持距

离 ， 也是社会的共识 。 比如 2021

年，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中

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 》 就要

求， 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

带入校园。 实际上， 其他不少国家也

有类似的规定。 可见， 人们越来越认

识到， 青少年对互联网的拥抱不是毫

无保留的， 必须得划定一个合理的界

限。

现在的关键， 在于找到 “远离社

交平台” 之后的替代方案。 青少年接

触社交媒体 ， 本身是一种 “自然而

然” 的现象———丰富信息的摄入、 同

辈之间的社交需求、 单纯的娱乐放松

等 ， 很容易把青少年吸引过去 。 那

么， 倡议孩子远离社交媒体之后， 这

些基础需求能否得到填补， 恐怕才是

学校倡议能否实现的关键。

杭州这所学校倡议 ， 设定一个

“无手机时段”， 建议家长和孩子一起

戒断手机； 提出用丰富的课余生活，

来代替社交平台的使用， “丰富的家

庭生活， 可以让他们花时间做更有意

义的事”。 这些考虑都是必要的， 但

由此会不会给家长带来新的负担， 以

及一些家长能不能管住自己的手， 和

孩子一起戒手机， 也是需要考虑的现

实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 ， 倡议未成年人

“远离社交平台 ”， 不能简单理解为

“断网”， 在信息化时代， “断网” 不

可能做到 ， 也没这个必要 。 但是 ，

“16 岁前不注册社交账号” 的倡议，

依然值得认真对待。 正视社交媒体给

青少年带来的冲击， 也不妨对杭州这

所学校的 “试验” 效果保持观察。

综合极目新闻、 澎湃新闻等

（业勤 整理）

值得注意的是， 学校并没有提议

学生不上网， 只是提议他们远离社交

媒体， 这与当下社交媒体上有害信息

过于泛滥的现状紧密相关。 此前， 已

经有诸多案例证明， 充斥于社交媒体

的劣质信息， 严重危及未成年人上网

安全， 侵害了他们的身心健康， 对其

价值观塑造形成不良影响。 所以， 该

学校的倡议得到很多家长的支持。 与

孩子日常生活最接近的家长， 最能体

会社交媒体对青少年成长的危害， 是

何等地无孔不入， 何其难以防备、 难

以消除。

比起直截了当的 “不注册账号”，

“加强教育引导” 的确听上去更加春

风化雨 ， 但如果直面当下教育的现

实， 恐怕大家不得不承认， 社交网络

所带来的巨大的、 庞杂的信息冲击，

就连许多成年人都难以靠自制力抵

抗 。 不少家长为了省事直接让平板

“带娃”， 有的家长自己沉迷于网络游

戏， 连带着孩子一起沉迷……面对网

络洪流，成年人尚且如此无力，更不用

说分辨力、自律力更弱的未成年人了。

所以， 如果这样的倡议能帮助部

分学生树立正确的上网准则， 督促他

们远离社交媒体上的有害信息， 促使

家庭更加重视监护责任， 引导家长正

确看待网络， 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网

络观念， 那么， 不妨将之视为一种教

育上的创新和探索。

要让青少年学会正确使用社交媒

体并非易事， 需要长期的努力和社会

各界的合作。 除了学校和家庭要各司

其职外， 还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 比

如， 优化 “未成年人模式” 的功能，

确保其真正发挥作用； 加强对网络环

境的监管， 打击不良信息的传播； 全

方位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提升未成年

人的媒介素养， 增强其抵御不良信息

的能力。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如果能引起

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 发动更多的人

来想办法， 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 健

康的网络环境， 那么这个倡议就算有

其自身的意义。

近日，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向全

体师生， 发出了一封 《关于合理使用

社交媒体倡议书》， 主要提出了两方面

的建议： 第一， 建议学生在 16 周岁之

前， 应尽量远离社交媒体， 不注册社

交账号； 第二， 建议家长们在家里减

少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 监督孩子远

离社交软件。 这份倡议书， 很快引起

了大量讨论。

不妨视为一种教育的探索

仍有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观
点

近日，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防范外

卖餐饮浪费规范营销行为指引》， 进一

步规范外卖商家营销行为， 落实网络餐

饮平台主体责任， 防范外卖餐饮浪费。

媒体了解到 ， 有商家和平台联合推出

“小份菜” 等减少餐饮浪费， 部分平台

还推出用户下单全流程提醒 “适度点

餐” 等功能， 建立 “环保外卖” 意识。

随着我国网络餐饮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 外卖用户规模快速增长。 据介绍，

市场监管部门在调研外卖食品浪费问题

时发现， 很多消费者在点餐时会多选几

份米饭、 馒头等单价比较低的商品， 以

参加满减凑单活动， 或者凑单达到送餐

门槛减免配送费， 往往因此造成餐饮浪

费。

长期以来， 一些外卖经营者是 “开

饭店不怕大肚汉”， 设置起送门槛、 以

“满 50 元减 10 元” 等方式诱导凑单、

过量供给等外卖餐饮浪费问题， 不仅利

用霸王条款来设置 “最低消费”， 而且

诱导、 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的现象也常

有发生。

网络餐饮平台一头连接千千万万的

商家， 一头连接亿万消费者， 成为制止

餐饮浪费的重要环节。 近年来， 不少外

卖平台主动提供 “小份菜 ” “适度点

餐” 等服务， 推广 “精细化菜单” 帮助

消费者明白点餐， 建立制止餐饮浪费大

数据监管新模式， 取得了明显效果。 有

必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推出更多行

之有效的创新举措， 持续激发全社会推

进节约的内生动力。

今年 6 月 ，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

商务部联合印发 《关于发挥网络餐饮平

台引领带动作用 有效防范外卖食品浪

费的指导意见》， 着力压实网络餐饮平

台主体责任。 近日发布的 《防范外卖餐

饮浪费规范营销行为指引》 则进一步规

范外卖商家营销行为， 落实网络餐饮平

台主体责任， 防范外卖餐饮浪费。

防范外卖食品浪费是制止餐饮浪费

的重要环节， 也是网络餐饮平台高质量

发展的内在要求 。 《指引 》 提到 ， 平

台应进一步优化餐品信息展示方式 ，

完善满减凑单机制 ， 加强对平台内经

营者发布的广告内容的监测 、 排查 ，

建立健全外卖餐饮浪费评价评估机制，

推动反食品浪费源头治理。 应强化对商

户与外卖平台的监管， 打出防范外卖食

品浪费的 “组合拳”。 一方面要抓住供

给端， 完善餐饮行业反食品浪费制度，

健全行业标准、 服务规范是关键。 另一

方面要抓住消费端， 引导消费者形成厉

行节约、 反对浪费的行为习惯， 建立消

费新风尚。

“防外卖浪费新规”推动食品浪费源头治理
□ 左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