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2018年12月20日  本版编辑／唐天喜   美编／熊晓丽
E－mail：tangtx@fengone.com 新闻·凤眼时评

一针见血>>

嫁给艾滋病患者，
不能只靠女孩有勇气

文 / 郭元鹏
“他努力地付出，对我们

一家人负责，是最令我感动

的一点，我愿意把一辈子托

付给他。”说 这句话的，是

27 岁的 佛山人 邹 倩 玲（ 化

名）；5 年前，她坦然接受了

HIV 患者万梓星（化名）的

求 婚，步入了婚 姻的殿 堂，

两人 婚后育 有一 个 健 康 宝

宝，如今已经 4 岁。两人相

爱七年、不离不弃的爱情故

事成为佛山一警官即将出版

的《绝望重生录》书中的温

情故事。     

（12 月 19 日《广州日报》）
这是一个十分感人的爱情

故事。在这个爱情故事里，女

孩勇敢地嫁给了一名艾滋病感染

者。他们的爱情是甜蜜的，他们

的生活是幸福的。这也充分说明，

“与艾滋病患者结婚”不应该被

歧视，也不应该过度恐惧。

在这个爱情故事里，还有

着美好的因素。患上了艾滋病

的男青年，面对爱情没有隐瞒

自己的实际情况，而是坦然将

自己是艾滋病患者的信息告诉

了女孩。而女孩也没有因此恐

惧，在爱情面前，女孩选择的

是“一起面对”。这才是我们

该关注的一个点。

按照有关保密规定，其实

这名艾滋病男青年是不需要将

自己的情况告诉女孩的，因为

他享有个人隐私权。也就是说，

艾滋病患者没有义务将自己的

艾滋病情况告知他人。不仅如

此，即使做婚前检查的时候，

婚检机构发现了艾滋病情况，

也需要绝对保密，不能将信息

告诉“艾滋病患者的另一半”。

这种规定的初心，主要是为了

保障个人隐私权利。

曾经看过两条新闻。一

条是，某地一名男青年向婚检

机构讨要说法。原来，结婚

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妻子是艾

滋病患者。男青年说，我们是

做了婚前体检的，婚检机构为

何不把信息告诉我？其实，婚

检机构也很无奈，因为保密

是基本规定。另一条是，某

地一名女孩刚结婚几个月就离

婚了，无论男方怎么挽留，她

都是十分坚决，因为婚后女孩

才知道对方是艾滋病患者，她

认为对方不诚实。

保障艾滋病患者个人隐私

是对的。但是，保护艾滋病

患者的隐私不应该过度，应

该赋予“婚姻主体另一方”知

情权。这是因为，对方今后需

要与艾滋病患者长相厮守，在

生活上需要了解一定的注意事

项，比如如何确保不被感染，

比如生育孩子也需要医生指

导。而从诚信角度来说，夫妻

双方也需要一定的透明度。

总之，“与艾滋病患者结婚”

是两个人的事情，应该赋予对

方知情权，要实现心甘情愿的

爱情结合，而不能偷偷摸摸。

这样的“特殊婚姻”才是完美的，

才是安全的。此外，还需要加

大科普力度，提高社会对艾滋

病的认知度，消除大众过于恐

惧艾滋病的极端情绪。

与艾滋病患者结婚，要“爱

情权”也要有“知情权”，不

能只靠一方的勇气。

文 / 汪昌莲
都说一白遮百丑，拥有

白皙透亮的皮肤是很多爱美

人士心心念念的追求。最近，

一款号称“一洗白”的“美

白神器”，受到不少女性朋

友的追捧。然而，化学专家

看后表示，“一洗白”中使用

了一种覆盖剂，来达到所谓

的美白效果。其中还有些违

规违禁的东西，比如乙内酰

脲，是抗生素。乙内酰脲在

与人体接触的过程中，还会

释放出致癌物甲醛。

（12 月 17 日央视网）
“一洗就白”？看完这篇

报道后顿觉两眼发黑。“一洗

就白”的“美白神器”，实际

上是一种有毒的“皮肤鸦片”。

据专家介绍，“一洗白”

中使用了一种覆盖剂，来达到

所谓的美白效果。从成分表

来看，“一洗白”是 100% 的

化学品，一点天然提取物都没

有。为了防止这些化学品刺激

皮肤、引发过敏，生产厂家还

添加了其它有害成分。比如乙

内酰脲，是一种抗生素。乙内

酰脲在与人体接触的过程中，

还会释放出致癌物甲醛。

也许有人要问，“皮肤鸦

片”如此猖獗，监管在哪儿？

殊不知，如今“美白神器”

之类化妆品的销售，大都是

通过电商和微商交易，相比

传统营销更隐蔽，无疑增加

了监管难度。据了解，这款“三

无”产品，主要通过视频来

做虚假宣传。各种试用“一

洗白”的视频，因为“效果

看得见”，一时间爆红网络，

这款产品也迅速成为电商网

站上的爆款。

面对时下火热的电商，如

何实现电商规范有序而非野蛮

生长，避免网购平台成为“皮

肤鸦片”泛滥的“法外之地”，

已成为摆在社会和有关部门面

前的重要考题。

怎样才能不让“美白神器”

沦为“健康杀手”呢？相关部

门应实行电子监管、定位监管，

严格监管微商销售产品的来源

和合格认证、厂家生产资质等。

网络平台方应加强对电商和微

商的把控，如实施严格的审核

机制，对于出售商品的电商平

台及微信号进行登记备案等流

程，并从购买、物流、评价、

维权等方面设立交易机制，增

加消费透明度。特别是，应

组建“网络药监”，设置专门

的网上管理机构，配备专职执

法人员，对网购行为实施专项

管理，全程监控，发现异常交

易情况，及时查处。

文 / 杨朝清
浙江杭州市临安区一所民办学

校，有一位刚入职的新手老师担任

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近日，这位

班主任出于好心，帮着老家千岛湖

的一些亲戚朋友吆喝土特产，并群

发短信向班里的家长推销。

（12 月 18 日《钱江晚报》）
不论是“班主任找家长借钱”，

还是“幼师卖童装”，亦或“女教师

卖土特产”，少数教师公私混淆的角

色越位，不可避免会遭遇批评质疑。

在公众权利意识不断高涨的今天，

教师的角色扮演，直接影响着他们

的职业声望与社会认同；当老师的

言行出格，当老师的所作所为背离了

老百姓的期待，难免要接受谴责与

惩罚。

教师和家长的关系，应该是一

种非功利性的关系。然而，在一个

注重利益变现的时代里，家长也成

为一些教师眼中的人脉、关系和社

会资本。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一

些缺乏规则意识和边界意识的教师，

热衷利用家长们的能量。当教师变

得功利与算计，教育就可能变得势利。

面对少数老师的失范行为，一

些家长即使心有不满，却依然选择了

配合与合作，为何？教育竞争不仅是

孩子之间的较量，也是老师之间的

比拼；在许多家长看来，老师尤其

是班主任是否用心、用劲、下功夫，

会对孩子的学习成绩产生立竿见影的

影响。为了迎合和讨好老师，一些

家长即使对老师的“越轨”行为并不

认同，却不得不和老师们产生利益

关系。

“女教师卖土特产”作为一种轻

微的失范行为，显然需要纠偏。可

是，对于这样的老师，我们不能简

单、生硬地给他们贴上一个“坏老师”

的标签，对他们进行污名化，而是

要为他们提供一个容错的机制，打

捞他们“沉没的声音”。对于犯错的

老师，不能“一棍子打死”，而是要“对

症下药”，帮助他们重塑和更新价值

观念，帮助他们重回正轨。

出身农家、从“小地方”来到

大城市工作的这位老师，既享受了社

会流动带来的机遇，也承受了社会

流动带来的无奈与痛苦——为了养

家，她和稚嫩的孩子分隔两地；“居

大不易”，对于缺乏财富积累和社会

资本的农家子弟而言，城市融入并不

容易。为了帮助老家的亲朋，也为了

“挣一笔”，这位老师轻率而糊涂地

选择了向家长推销土特产。

“当教师的得守得住清贫”，这

所学校校长的话语，道出了一些人

对教师的角色期待。只不过，在经

济因素不断嵌入日常生活的消费社

会，教师们也同样渴望活得更加体

面、更有尊严。一方面，教师要有

职业荣誉感，多一些热爱教育的定

力和淡薄名利的坚守；另一方面，要

不断提高教师待遇，让他们安心从

教、热心从教。只有读懂“女教师

卖土特产”的利益诉求，改善老师

的生存生态，给失范行为提供容错

空间，才是一种成熟的态度。

一家之言>>

女儿辞职尽孝，请假制度何时能“忠孝两全”
文 / 郝雪梅

“爸爸 83 岁了，病又这么重，

真的担心哪一天睁开眼睛，就看

不到爸爸亲切的眼神了。陪伴爸爸

哪能等，我怕来不及，只能辞职

照顾他！”12 月 17 日下午，扬州

市中医院四病区心血管科病房 51

床床头，52 岁的赵晓勤看着在病

床上昏睡的父亲赵世瑜，含着泪

花对记者说。为了照顾父亲，她

辞职了。

（12 月 18 日《扬子晚报》）
赵晓勤本在扬州一家私营企业

当工程师，收入不菲，而她作出“辞

职尽孝”的决定属于比较特殊的

情况。她的父亲今年已经四次住

院，时间都比较长，儿女都在外

地工作，赵晓勤此前已多次请假。

父亲再次住院，如果再请假，一方

面她“自己张不开嘴”，总感觉“有

点亏欠单位”，另一个方面是，按

照请假制度的规定，她再次请假

也未必能被批准。

当然，面对如此“忠孝难两全”

的困境，很多人的选择是“聘请保

姆”。可是，作为女儿的她觉得这

样做无法让自己心安。父亲为子女

一辈子操碎了心，现在年老了，时

间不多了，她想把这辈子欠老人的

亲情还给老人。

“辞职照顾重病老父”，我们为

这样的大爱而感动，我们为这样的

女儿而点赞。然而，我们不能只是

感动，不能只是流泪，更需要反思。

最近有一条新闻引起热议。上

海一位老人在医院写下遗书：自愿

将所有房产和钱留给保姆，只留给

女儿一分钱。原来，这位老人生病

住院期间，女儿只来过几次，其他

时间都是女儿雇佣的保姆在照顾。

老人心里生气才有了这个结果。仔

细想想，老人的诉求没有问题，而

老人的女儿真的就有问题吗？其实

也未必，女儿虽然没有在床前尽孝，

可是她心里何尝不是牵肠挂肚？只不

过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辞职照顾重病老父”倒逼“照

顾老人假”要真正落地，不能成为

摆设，不能成为“花瓶”。警示“常

回家看看”不能只约束子女，还应

该约束用工单位。还需要思考的是，

特殊情况的“老人常年住院”和“进

入弥留之际”，能否延长子女探视的

假期？比如规定“父母重病子女可以

请长假”，直到老人去世等。

“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谁

也不想留。“辞职尽孝”，期盼一个“忠

孝两全”的请假制度。

女教师卖土特产，
对“轻微失范”要纠偏也要容错

莫让“美白神器”沦为“健康杀手”

漫画 / 李振海
进一步加强科普，才能更好地消除大众对艾滋病的恐慌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