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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稀泥”，这样的示范让司法公正深入人心
本报评论员 卢越

这些案例的公布，鲜明地向社
会表达出法律支持什么、反对什么，
为公众提供行为指南，让维护法律和
公共利益的行为受到鼓励，让违反法
律和社会公德的行为受到惩戒，引导
全社会形成良善的社会风尚，并推动
形成情感认同和行为自觉。

据《法治日报》1月 14日报道，近年来，通过线上
自习室 APP开启多人视频模式，把镜头对准自己和书
本，随时随地直播学习状态，营造学习氛围感的线上
自习室学习模式日趋火爆。然而，一些线上自习室
APP存在的低俗信息、不良广告营销等现象被不少用
户吐槽。

线上自习室建立的初衷自然是好的，网友们可以
互相激励、互相监督，共同促进学习和进步。人们乐见
新事物、新模式的出现，但其中的问题也应被及时纠
偏。诸如低俗信息、不良营销泛滥等，说到底，还是运
营方急于商业变现，因此对不良信息采取了默认甚至
大开方便之门的态度。线上自习平台是服务用户的载
体，若忽视了用户的需求，忘了立身之本，很有可能迷
失发展方向，行之难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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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万彩礼”系杜撰，
低级谣言为何又成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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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放任
粉丝接机乱象一再发生
江德斌

据 1月 15日红星新闻报道，近日，在

湖南长沙发生了一起粉丝接机而无视公

共秩序的事。相关视频显示，接机的粉

丝在偶像出现时一拥而上，工作人员阻

拦未果，人群直接冲破护栏，踩踏草坪。

此前，有同机乘客称，飞机刚落地还在滑

行时就有机上粉丝冲到头等舱，挤在前

面直到飞机滑行停止。

近年来，粉丝集体接机的疯狂场面

屡屡令人惊诧。毫无疑问，一些粉丝无

视航空管理规定的任性行事，为公共安

全埋下了巨大隐患——在飞机落地滑行

时，抢先站起来冲到头等舱，已经严重扰

乱机上秩序，在空姐报警后，有些粉丝还

不回到座位上，足见其无知无畏。

粉丝接机引起人群聚集、拥堵的事，

此前发生过不少。这种行为不仅严重破

坏公共秩序，还可能诱发一些肢体摩擦、

口角冲突等，甚至可能造成人员受伤。

就在前几天，上海虹桥机场也发生了一

起粉丝聚集接机造成拥堵的事件，现场

警察维持秩序催促粉丝尽快离开时，还

惹来粉丝不满，对警察出言侮辱。

如此饭圈乱象，已然引起有关部门

的重视和整治。国家民航局在 2018 年

发布了《关于加强粉丝接送机、跟机现象

管理的通知》，其中提到强化机场秩序，

及时预警防范聚众扰序的发生。2021

年 6月，国家民航局再次强调，将对粉丝

追星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保持严

打态势。尽管如此，粉丝接机造成的混

乱甚至“事故”依然不时发生。这提示有

关部门，相关整治工作还须进一步加强。

需要注意的是，粉丝接机背后还潜

藏着非法泄露、倒卖明星航班信息，付费

“代拍”和“私生饭”等问题，涉及网络黑

灰产。此前，有媒体报道显示，仅 2021

年前 5 个月，北京首都机场公安局便侦

办涉粉丝违法违规追星案件 17起，共刑

事拘留 2人次，行政拘留 10人次，行政罚

款 342人次，警告 121人次。

追星无可厚非，但追星不能罔顾法

律法规，不能肆意破坏社会秩序和安

宁。明星也需承担起社会责任，通过恰

当的方式、通过自身的言行引导粉丝尤

其是未成年粉丝依法、理性行事。不给

偶像添麻烦，不给公众添堵，不给社会秩

序添乱，是追星的底线要求。

跳江救人自己却不幸溺亡，法院认定被

救者应给予适当补偿，明确“英勇救人的行为

值得肯定、褒扬和尊重”；夫妻一方患有艾滋

病但在结婚登记前未告知，法院判决撤销双

方婚姻关系，阐明公平正义、诚实信用；在消

费者多次表示不接受推销业务后通信公司仍

电话骚扰，法院认定此举侵犯消费者隐私权，

“ 自 然 人 的 私 人 生 活 安 宁 不 受 侵 扰 和 破

坏”……在民法典施行两周年之际，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第二批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典

型案例，强调明辨是非、惩恶扬善、定分止争，

对“和稀泥”的做法坚决说不。

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的水平和效果，体

现在每一个具体案件公正高效的裁判中。11

个月前，最高法发布了第一批人民法院贯彻

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涉及生老病死、衣食住

行、消费借贷、生产生活等，让公众通过“别人

的故事”，了解“这事法律怎么说”，理解“法院

为什么这么判”，从而知晓遇到类似情况“我

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些典型案例都

旗帜鲜明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同样，本批发布的案例集中了民法典施

行以来，法院审理的一批涉及英烈人格利益

保护、自甘风险、高空抛物等案件，以有力量、

有是非、有温度的裁判，着重强调在社会交往

中鼓励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在家庭生活中弘

扬优良家风，在经济活动中遵循诚信原则、维

护契约精神，就坚持什么、倡导什么、反对什

么、抵制什么亮明了法律立场和司法态度。

例如，陈某在网上多次公开发表针对戍边烈

士肖思远的不当评论，法院认定陈某的行为

侵害肖思远烈士的名誉、荣誉，损害了社会公

共利益，鲜明表达了英烈不容诋毁、法律不容

挑衅的坚定立场。

民法典是“人民权利宣言书”。本批案例

涵盖了人身权、财产权中的不同权利类型，既

体现了民法典对权利保护的全面性，也是法

院依法保障人民权益的生动实践。在一起涉

及“隔代探望权”的案例中，法院支持了老年

痛失独子的原告夫妇探望孙女的诉求，阐明

这一诉求“符合社会广泛认可的人伦情理，不

违背公序良俗”。对这起近乎“家长里短”的

案件，法院的判决对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

明的家庭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民法典典型案例的发布，能充分发挥其

价值引领和行为导向作用。一方面，有利于

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规范裁判尺度，为民法典

的实施提供有益的司法经验。尤其是面对热

点案件、疑难案件、争议案件，指引各地法院

不回避，不消极，不“和稀泥”，积极回应社会对

新情况新问题的司法需求；另一方面，民法典

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一个个典型案例让民

法典条文变得鲜活生动起来，甚至可以成为

面向全国的法治公开课。这些案例的公布，

鲜明地向社会表达出法律支持什么、反对什

么，为公众提供行为指南，让维护法律和公共

利益的行为受到鼓励，让违反法律和社会公

德的行为受到惩戒，引导全社会形成良善的

社会风尚，并推动形成情感认同和行为自觉。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近年来，最高

法相继发布一系列典型案例——公民个人信

息保护刑事案例涉及人脸识别等，强调依法

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劳动争议典型案例点名

超时加班，及时纠正用人单位违法行为，有效

保障劳动者休息权及劳动报酬权；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事案例，涉及父母对

成年子女“啃老”能否说不、对劳动者就业实

施地域歧视要不要赔精神抚慰金等，为行善

者撑腰，让失德者失利，积极引领社会风气向

上向善。

司法裁判体现着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回

应着公众对公序良俗的期待。每一个个案公

平正义的实现，都是法律权威的证明。一个

个具体案件的裁判，有助于引领公众触摸法

治脉搏，感知司法公正，最终汇聚成普遍的法

治信仰，培植起社会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和

价值理念。

◇如何看待外卖快递小哥当选经济年度人物

近日，2022中国十大经济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京召开，其中

有4名快递小哥当选，这是外卖快递小哥首次获此殊荣。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评论说，疫情暴发三年来，外卖快递小哥

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功不可没。而借助移动互联

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外卖快递行业在丰富人们生活的同时，自身

也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更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

池”。当下，依然有诸多瓶颈困扰着行业发展以及从业者，相关

方面还需群策群力，共寻解决之道。

◇让婚俗回归表达爱意的本心

近日，江西赣州一位新娘在婚礼当天，按照当地“习俗”，在

一个簸箕上跪坐了5个小时。在当地，新婚夫妇要等到测算好的

“良辰”才能拜堂，此前新娘不能穿鞋，脚也不能挨地。

《光明日报》评论说，5小时的独坐，无论从生理体力上、精神

状态上都是不小的消耗。婚礼仪式的根本价值是让爱人和双方

父母共同庆祝崭新生活的开始，表达对彼此能够相知相爱相守

的珍视与深情。唯此，各式婚俗才能被视为积极向上的文化，得

到遵守与传承。若本末倒置，甚至让新婚燕尔成为被陈规陋习、

摆弄的工具人，那便可称之为“陋习”，理应在历史舞台上谢幕。

◇视频平台“限制投屏”是自设“发展路障”

近日，“爱奇艺APP限制投屏清晰度”的话题登上热搜——

清晰度投屏只能选最低的480P，要想进行4K投屏必须购买白金

VIP会员。

《羊城晚报》评论说，视频平台获取手机权限并限制投屏，恐

怕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再说其间平台方并未付出更多成本，

加收费用并不合理。一个用户拥有多个终端，并促进大小屏之

间的协同行动，才应该是常态，视频平台应用更多更好的内容和

更佳的消费体验，获得用户，提升平台收入。涨会员价、限制登

录设备数、限制投屏等手段，是平台自设的“发展路障”。

（乐群 整理）

苑广阔

据 1 月 14 日《成都商报》报道，每年临近

春节，一种号称能枯木逢春、见证奇迹的干枝

花就会偷偷摸摸现身于各大网络销售平台。

商家给它起了很多个名字，干枝杜鹃、干枝

花、干枝鲜花、干枝桃花……却独独不敢用它

真正的名字——兴安杜鹃。兴安杜鹃是国家

二级保护植物，这就意味着采伐和销售兴安

杜鹃都有触犯法律的风险。

兴安杜鹃之所以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就

是因为其看上去是一丛干枝，买回家插在水

里，过不了几天就会开出鲜艳的花朵。这不

但给人枯木逢春的新鲜感，而且和辞旧迎新

的春节氛围十分搭配。然而，很多人不知道

的是，一些商家通过网络渠道贩卖的兴安杜

鹃是生长缓慢、生长周期长的野生植株。有

媒体报道显示，即便人工栽培也仅能产出一

些盆苗，基本不可能作为一种售价低廉的切

花大量供给市场。所以，有些商家号称所售

植株为“人工种植”其实是站不住脚的，这些

植株基本都是野外直接砍回来的，商家很大

程度上做的是无本万利的生意。

不难想见，当有人为了谋取利益，大量从

野外砍伐野生的兴安杜鹃进行贩卖，势必会

对当地的野生杜鹃种群、自然生态环境等带

来破坏。正是为了遏制这种砍伐、贩卖野生

兴安杜鹃的现象，2021年 9月，兴安杜鹃被列

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这也就意味着，没有

经过允许的砍伐、贩卖野生兴安杜鹃的行为，

都是属于违法行为。

而且，从相关科普文章来看，虽然兴安杜

鹃在寒冬腊月开花，给人以欣欣向荣的感觉，

但实际上这种植物的花是有毒的，随意放在

屋内作为观赏植物，对人和家里的宠物猫狗，

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就是说，从健康

与安全的角度来看，人们也不宜随意购买和

在家里摆放兴安杜鹃。遗憾的是，很多人可

能并不了解这一点。

所谓“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每年到了

春节前夕，之所以总是有人去野外砍伐和贩

卖兴安杜鹃，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销量不

错。从司法实践来看，去年 8 月，在山东济

南，就有人因为非法购买并销售兴安杜鹃，涉

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但时至现在，在有些电商平台上，对相

关产品的推介依然明显，只是没有写明是“兴

安杜鹃”而已。

根据我国刑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违反

国家规定，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或者国家

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

输、加工、出售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

其他植物及其制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中，

“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指的就是列入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物种。并

且，《电子商务法》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

销售或者提供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交易的商

品或者服务。

一方面，电商平台有责任对平台内经营者

销售的商品和资质等进行严格审核，对于一些

国家明令禁止销售的商品，要及时采取诸如屏

蔽、断开链接等举措；另一方面，有关部门要加

大对非法采集售卖行为的打击力度。

可以装扮春节，但请不要伤害春天。无

论是从保护野生植物角度还是从保护自身安

全、遵纪守法的角度看，兴安杜鹃最好的归宿

都是被留在大自然里。

“建从业红黑榜”，愿好声音助力养老服务品质提升

过年回谁家并非单选题

龚先生

近日，一网友发帖称被江西萍
乡女友一家索要“1888万彩礼”，遭
到网友质疑。发帖者随后发声向
网友及萍乡当地政府致歉，表示所
述情节均系杜撰。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除了巨额彩礼，与收入差距、城乡鸿沟、性别对立等相关的
谣言，只要有合适的契机，总能引爆互联网。不能不说，网
络谣言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的伤害不是肉眼可见，但它们
往往会挑动群体对立、激化焦虑情绪、强化负面心态等等。

网络谣言不是什么“小打小闹”“无伤大雅”的事，它们是
干扰、阻碍公众了解真实世界的“梗阻”。
对这样的“过街老鼠”，必须“人人喊打”。

网友跟帖——
@树人：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洛尔何：最可怕的是造谣

零成本。

汪昌莲

据中国网等媒体报道，1 月 14 日，湖南一名 90 后远嫁女

子与丈夫商量后，决定过年“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据了解，她

和老公都是独生子女，此前也曾纠结到底去谁家过年。

新春佳节是亲人团聚的喜庆日子，但对于年轻夫妻、特别

是双独夫妻来说，可能愁肠满结。去谁家过年，甚至可能成为

他们的一个艰难选择，有的家庭为此争吵不休。以至相关话

题一出，立即登上了一些社交平台的热搜榜。有网友表示，各

回各家挺合理，虽然也有遗憾，但避免了家庭矛盾。

去年春节前夕，《中国青年报》发起的一项针对 35周岁以

下已婚人士的调查显示，70.0%的已婚受访青年正被“过年回

谁家”的问题困扰，61.1%的已婚受访青年建议两家轮换着回。

夫妻争着回自己家陪父母，都是为了团圆。但为了团圆，

让夫妻感情出现裂痕，甚至让婚姻出现危机，显然违背了团圆

的本意，这也是双方父母不想看到的。在一些人的传统观念

里，应该是女方随男方回家过年，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观

念的转变，以及独生子女夫妻群体的增加，回谁家过年不再是

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讲，去谁家过年也折射

出家庭观念、男女平等观念的进步和变迁。在去谁家过年这

个问题上，夫妻双方的决定权是均等的，或许正因此才会出现

互不相让、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

事实上，夫妻纠结回谁家过年往往只是一个引爆点，其背

后暴露出的很有可能是夫妻日常生活中潜在的问题，包括公

平、自尊、面子等等。如果夫妻双方在日常生活中多一些交流

和理解、宽容和礼让，那么到春节面对这个问题时，大概率可

以迎刃而解。作为独生子女，应想到同为独生子女的另一半，

也有孝敬父母的意愿。这也是多数网友认为“各找各妈”相对

公平的原因。

其实，过年回谁家并非一道单选题。比如，夫妻双方可以

协商好，一年回婆家，一年回娘家；可以把双方父母聚在一起，

过个真正的团圆年。当然，也可以“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实

在不能兼顾时，也要多与父母和家人沟通，即便人不到，也得

情到、礼到、祝福到。有更多换位思考和互相体谅，不仅家庭

会更和睦，春节也会更温馨、和谐。

认清售卖“干支杜鹃”的法律风险

李英锋

据 1 月 15 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省

人大代表黄慧梅是一名街道长者服务中心负

责人。她认为，当前有部分养老从业人员素

质参差不齐，出现了踩红线踩底线的恶性事

件，因此提议有关部门建立广东养老“失信黑

名单”，建立养老从业“红黑榜”。

用“红榜”激励，用“黑榜”惩戒——这一

提议切中养老行业侵犯老年人权益的问题

点、风险点，也符合养老行业规范健康发展的

需要。“红黑榜”是能够影响养老机构的信誉、

市场竞争力、发展资源、机会和空间以及养老

从业人员就业的诚信评价，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倒逼、引领养老机构和从业人员增强自律

意识，守住法律底线和诚信底线，规范服务行

为，提升服务质量，为老年人营造更加舒适、

健康、安全的养老环境。

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

截至 2021年底，全国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2.67 亿，占总人口的 18.9%；65 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达 2 亿以上，占总人口的 14.2%。据测

算，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总量将突破 3 亿，占比将超过 20%，进

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显然，这对我国养老产业和相关服务的

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揆诸现实，现阶段我

国养老机构和从业人员的数量仍显不足，同

时养老服务的质量参差不齐。有些养老机构

管理混乱，服务理念出现错位，侵犯老年人权

益的行为时有发生。近年来，媒体报道了不

少养老机构或从业人员虐待、诈骗老年人或

伤害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案件，为养老服务行

业和机构一次次敲响警钟。

不难想见的是，在常规监督的基础上，建

立养老行业“红黑榜”，能给规范养老行业增

添一股诚信激励和制约力量。在现代社会，

诚信的价值引领作用越来越重要，如果养老

机构或从业人员被打了“差评”或被“拉黑”，

那么其在未来发展中的诸多环节便会受限，

所获得的资源、机会、空间也会减少。反之，

“好评”或“红榜”则能给相关养老机构及其从

业人员带来更高的社会认可度，更多的资源

和机会。

当然，“红榜”和“黑榜”所带来的不同的

社会效应，也将对养老机构和从业人员产生

直接影响，激发其规避失信行为的自觉意识

和诚实守信的内生动力。

此外，养老服务业“红黑榜”能向老年消

费者提供有关养老机构和从业人员的更多信

息，能更好地满足老年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

权和监督权，有助于其精准选择养老机构，进

而提升其养老消费体验。

为养老产业发展建言献策，为老年人的

生活品质助力，期待各地两会有更多切中问

题、切实可行的好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