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人索证”折射铁路急救短板
“救人索证”背后折射的是铁路运营急救服务的短板。近些年，推动急救向公共

场所普及越来越具有共识，而铁路不但是典型的公共场所，而且客流量庞大，乘客突
发疾病的情况比较常见，急救服务有必要纳入运营服务机制之中。

□房清江

近日，有微信公众号载文及网民发帖
称，一名陈姓医生在高铁上帮助救治一名生
病乘客，救人之举完成后其被要求提供医师
证。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客运
段3月19日发出“致歉说明”，向积极参与救
治的医生及广大医务工作者致歉，并表示将
进一步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努力改进服务工
作。陈医生表示，已收到致歉，此事是沟通不
畅所致，以后还会继续做好事。（3月19日新
华社）

为何救人要索证？从铁路相关官方说明
中可窥见几分端倪：说明表示，（救治）期间，
为了留存与救治相关的资料，列车工作人员
征询陈医生是否有医师资格证等证件，并对
周围旅客、救治过程留下有关文字及影音资
料。这一系列的留证备查举动，难免让人怀
疑是为了可能发生纠纷作免责准备。
从规避纠纷的角度来看，救人前征询查

验施救者资质似乎可以理解，并且还可成为
为乘客提供专业救治的堂皇理由。然而即便
如此，已经让人如鲠在喉，更何况是在救人
之后查看资质。需要看到，在高铁上救人有
见义勇为性质，而非执业要求。
事实上，救人有特殊性，纵使是专业机

构、专业人士都无法确保施救绝对把握，包
括民法总则以及院前急救相关法规，都对其
中风险和损害作了相应的免责规定，这些规
定本义就是为了尽量减少救人的顾虑与负
担，提高救人助人的积极性和效率。像“救人
索证”多少都“责任过敏”的嫌疑。
铁路对乘客有一定的安全保障和救助

责任，对遭遇突发疾病的乘客提供急救帮助
是份内职责，在国民权益意识日益增长的语
境下，考虑到类似救助过程中的风险并无不
妥。不过，避免求助中纠纷，最优的选择还是
将其纳入到运营服务的供给中来考量，使其成
为应急服务的一部分，提高可靠性，而不是临
事把避责作为第一位，服务作为第二位。
“救人索证”背后折射的还是铁路运营
急救服务的缺失，仍停留依赖乘客互助救人
的初级阶段，乘客突发疾病广播寻医，显然
无法满足专业化、常态化急救的需要。近些
年，推动急救向公共场所普及越来越具有共
识，而铁路不但是典型的公共场所，而且客
流量庞大，乘客突发疾病的情况比较常见，
急救服务有必要纳入运营服务机制之中。一
方面建立与院前急救无缝衔接的机制，另一
方面急救技术设备配置与专业力量也应逐
步向列车乘务服务延伸，如考虑在乘务员中
配备急救专业人士，将急救基本技术纳入乘
务服务职业素养，加强培训，整体提高急救
能力，真正把风险掌握在自己手中。

外卖软件“偷听门”戳中公众焦虑

押金管理规范，让共享单车骑得更稳

■观察家

巷 议
一款樱花雨贴纸
胜过无数说教

□苑广阔

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刚说了想吃什
么，手机里就蹦出了它的推荐；刚说了要买什
么，就出现了广告。可是，手机怎么知道你刚
刚说了什么呢？记者耗时3个多月的时间，通
过模拟用户使用场景，对安卓手机、苹果手
机、苹果平板电脑上的饿了么和美团外卖进
行多轮测试。从测试情况来看，在随后数分钟
到数小时的时间里，出现相关推荐的概率高
达60%~70%。（3月19日《IT时报》）
先是有不同的网友反映，然后是IT媒体

记者的多轮测试，都指向了同样的结果：一些
外卖APP，涉嫌“偷听”用户的谈话，然后进行
商品精准推荐。被质疑的美团和饿了么分别

给予了明确否认，但这显然并不能完全打消
网友的疑虑。
根据专业技术人员的说法，这一技术现

在已经完全成熟，如果某APP具有麦克风的访
问权限，此款聊天APP就可以监听周围环境的
声音。在此过程中，聊天APP可以将语音输入
的代码嵌在其APP内部，用于将人类的语言转
换成文字，并上传到服务端。服务端将这些文
本进行处理后，与对应的用户进行绑定，就可
以向用户推荐相关产品了。
当然了，技术上可以实现，并不意味着外

卖APP一定会采用这样的方式，尤其是随着国
内《网络安全法》的收紧，国内对公民个人信
息保护的力度大大加强，信息泄露的成本越来
越高的前提下，手机APP未必会去冒这样的风险。
由此，软件“偷听门”也就成了一出“罗生门”。而
在笔者看来，这背后折射出的也是公众对个人隐
私信息泄露的一种深度焦虑。这也提醒我们，公
民信息保护工作仍任重道远，如何通过法律、制
度、技术等手段，为公民信息编织一道安全无
虞的防火墙，仍需进一步探索。

□江德斌

交通运输部就《交通运输新业态用户资
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包括网约车、汽车分时租赁和共享单车等交
通运输新业态以及用户押金的管理办法。新
规明确运营企业原则上不收取用户押金。在
备受关注的共享单车押金退还问题上，明确
“押金应当日退还给用户”。
交通部发布新规征求意见稿对共享单

车押金管理予以规范化，避免再发生押金滥
用、难退等现象。近年来，网约车、分时租车和共
享单车等新业态发展迅猛，已拓展出新的市场
空间，培育了新的交通出行习惯，发挥了一定积
极作用。不过，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交通新业
态，也衍生出很多问题。其中，以押金遭到挪用、
难退的问题最大。由于此前缺乏行业标准和监
管措施，这笔庞大的押金往往由平台自行管理
和处置，导致押金去向不明，处于失控状态。

部分平台将用户押金用于购置设备、投资理
财等，最终因泡沫破裂、资金链断裂等而灰
飞烟灭，造成大量用户无法拿回押金。
此前中消协调查数据显示，仅在2017

年，共享单车行业就有34家平台倒闭，押金
无法退回，涉及金额10亿多元。相比之下，部
分共享单车平台采取了信用免押金服务，不
再依靠用户的押金作为保障，而是以信用分
数作为凭证，从而避免了押金乱象，亦促使
用户规范化用车，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因此，为保障广大用户的切身利益，促

使行业走上正轨，需要加快速度出台监管制
度，及早对共享单车等新业态立规矩，为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让社会大众能够
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交通部发布押金新规
征求意见稿，向着规范化管理迈出了一大
步，希望能够尽早正式推行并严格落实下
去，让交通新业态发展更稳健、更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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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的樱花久负盛名，但一
些游客为满足拍照需求而摇树、摘花
的不文明现象总让校方烦恼。今年，该
校联合抖音短视频制作了一款樱花雨
贴纸，借助虚拟技术满足游客“淋樱花
雨”的愿望，以减少摇树等不文明行为
发生。（3月19日中新网）
有理由相信，一款小小的“樱花

雨”贴纸，可以胜过无数说教。正所谓
“堵不如疏”，一味地劝阻往往可能适
得其反，引发对方的抵触情绪和报复
心理；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加以合理疏
导，为其诉求找一个合理释放的渠道，
反而可以春风化雨，解决问题。
不文明赏花现象并非武汉大学独

有，而是在许多地方普遍存在。武汉大学
的“樱花雨”贴纸创意，值得其他为不文
明赏花行为困扰的地方借鉴。而其所蕴
含的管理智慧，又何止于此。 张涛

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人，
在时代的洪流中有着相似的经历，但
对于个体而言，每位老人都有份难以
忘怀的“独家记忆”。在北京朝外街
道，通过老人口述、志愿者记录写作，
23名老人拥有了自己的“回忆录”。(3
月18日《新京报》)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老年人表达欲
望和精神需求日益强烈，为老人撰写
回忆录的服务开始逐渐流行。喜爱
“想当年”“话当年”的老人，美好的回
忆不再止于口头与念想，而是可以变
成有质感的文字，并传承给子孙后
代，这样可谓益处多多。后辈们从老
人走过的每段路、讲述的每个故事
中，了解这个家族演变的片段，对自
己的进步成长有所启迪。而且，在银
发潮中，为老人撰写回忆录也是一种
看得见的市场需求。 吴旭

老人撰写回忆录
也是对后辈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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