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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患者直播带货惹争议，歧视比 HIV更可怕

       12 月 1 日，央视网
发布 24 岁艾滋病患者
回应直播带货争议的视
频，视频中主人公小
磊称自己因大学期间交
友不慎而感染艾滋，本
可以站在三尺讲台上的
他，如今因病不得已靠
直播维生。他曾遭受过
网络暴力，被房东驱赶，
被朋友拉黑。
       艾滋病是一种危害
性极大的传染病，2021
年 7 月 14 日联合国艾
滋病规划署发布的《直
面不平等——2021 艾滋
病防治全球进展报告》
显示，2020 年，全球有
3770 万人感染了艾滋病

毒，其中约有 68 万人死
于艾滋病相关疾病。由
于艾滋病具有传染性，
且在目前的医疗水平下
无法根治，人们往往谈
“艾”色变，但事实上，
通过持续、终身用药，
以及规范性治疗，可以
最大限度地延缓病情进
展，延长感染者寿命。
对于艾滋病人而言，最
可怕的往往不是病情，
就如视频中小磊说的
“HIV 不可怕，可怕的
是人心和歧视”。
       人们之所以歧视艾
滋病患者，一部分原因
是来自于恐惧，由于对
艾滋病缺乏了解，人们

将对传染病的恐惧迁移
到患者身上，将艾滋病
患者看做一个移动的传
染源，避免与他们交谈
或是身体接触，这对普
通人来说也许是趋利避
害，但事实上，这样的
歧视而不自知对艾滋病
人是一种可怕的残忍。
       另一部分对艾滋病
患者的歧视，则来自于
刻板成见。一些人将感
染艾滋病的原因归结为
性滥交，给艾滋病患者
附上不检点、不自爱的
标签，站在道德的制高
点上审判在病痛中挣扎
的人，仿佛患者是恶徒，
将对疾病的偏见上升到

了人格层面，粗暴地给
这个群体贴上了失德标
签。
       除了来自外界的歧
视，艾滋病患者也会产
生自我歧视的心理，由
于外界的道德压力，艾
滋病患者往往会产生对
自己的一些负面认知，
多表现为自我否定、自
我封闭或是羞于医治而
隐瞒病情，让自己长期
处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之
下，极大地阻碍了病情
的治疗。
       一位艾滋病患者写
到：“大众对病患者的
指责和诋毁，远远大过
病患本身的痛苦。生理

之病与人格毫无关系，
指责和诋毁是普罗大众
的文明之病。”比疾病
更可怕的是偏见和歧
视，艾滋病是人类共同
的挑战，打破对艾滋病
的歧视，也需要全社会
的共同努力。恐惧源于
无知，疾病并不能成为
道德评判的标准。让我
们对艾滋病多些关注和
了解，对艾滋病患者多
些关爱和理解，伸出援
助之手，让他们生活在
阳光之下。

█杨佳玉

警惕“彩虹屁”营销套路，抓紧市场监管“缰绳”
       近日，上海文峰公
司总裁秘书在公司官方
微信公众号发文狂赞老
板，夸老板有天眼，掌
握万物之规律，是首屈
一指的三百六十行状元
大满贯。此前因为消费
者投诉较多，上海消保
委已两次约谈上海文峰
公司，并向社会警示，
该公司商业模式或暗藏
重大风险。（12 月 6 日 
澎湃新闻）
       事实上，这次“拍
马屁”事件只是文峰公
司涉及的诸多问题的

“冰山一角”。除此之外，
小到店门口音响持续扰
民，大到对老年人进行
欺骗性消费高达数百万
元，以及疫情期间以抵
御病毒为卖点对旗下的
一款化妆品进行虚假宣
传，文峰公司为了盈利
频频在法律的边缘“疯

狂试探”。我国的《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 21 条
明确规定：“经营者利
用广告和其他方法，对
商品作引人误解的虚假
广告的，监督检查部门
应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消除影响，并可根据情
节处 1 万元以上 20 万元
以下的罚款。”因此，
该公司夸大产品功效并
引诱顾客办卡消费的行
为无疑触犯了法律，理
应受到法律制裁。“诚
信”本是企业经营的前
提，可商家利欲熏心，
总靠着虚假宣传和“洗
脑式”营销套路来欺骗
消费者，不仅丢了顾客、
破坏了市场秩序，也砸
烂了自己的“招牌”。
       其实不止是文峰，
市面上很多美容美发店
都存在“价格不透明、
虚假宣传、强制消费”

等问题。但为何消费者
即便有所了解，还是会
缴纳“智商税”，掉入
花式推销的“陷阱”中
呢？其实这与商家的层
层套路密不可分，比如：
单次理发贵得离谱，店
员会忽悠消费者办会员
卡，紧接着再向顾客推
销购买折扣服务；接着
店员会根据顾客想法设
计发型并请“咖位”更
高、价格更贵的高级美
发师为其服务；做完发
型后店员会评价顾客的
发型、发质，并推销洗
发水、啫喱水、弹力素
等产品；最后店员还会
向顾客推销按摩保健服
务。
       因此，当顾客迈入
美发店的那一刻，就面
临着商家设置的“层层
关卡”，店员擅用“花
言巧语”调动顾客情绪

和消费欲望，顾客或碍
于面子或担心发型被剪
坏，一不留意就会“缴
械投降”，选择办卡消
费。但“办卡”背后的
“利益天平”却极不平
衡，风险都是顾客自己
承担。商家凭借办卡所
得快速集资开分店或者
是直接卷钱跑路，消费
者即使发现办卡后可能
涉及被骗，面对美发店
不愿退卡的现实，也只
好抱着“差不多”的心
理或转让或搁置此卡。
再加上办卡发票等证据
收集困难、惩罚代价较
小，相关法律不完善，
使的无良商家有擦边球
可打，也使“美发店维
权”难上加难。
       总而言之，美容美
发店的花式营销套路不
仅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也破坏了公平竞

争的市场秩序。该问题
的解决既离不开法律层
面对欺骗消费者行为惩
处力度的加大、被骗
证据的多样化归纳、透
明化审理，也离不开消
费者自身维权意识的提
高。消费者在办理储存
消费卡时，应通过签订
书面协议或者索要发票
的形式保留证据，产生
纠纷时，要积极维权，
必要时求助工商部门。
除此之外，有关部门应
该抓紧虚假宣传的监管
“缰绳”，及时介入、
深入调查，对涉嫌欺诈
消费者的企业和当事人
依法追责，打击一些企
业的侥幸心理和“赌徒
心态”，还消费者以正
义，还市场以明朗。

█李颖

主动验核酸奖万元 ? 法定义务不该用奖金激励

       经辽宁阜新市疫情
防控指挥部研究决定：
对主动进行核酸检测以
及自觉身体不适、主动
前往医疗机构发热门诊
就诊并说明情况，核酸
检测结果为阳性的人
员，经核实后奖励 2 万
元。（12 月 6 日 央视新
闻）
       而这并非个例，12
月 2 日，哈尔滨市也出
台了类似制度安排。
       对于主动做核酸检
查出阳性实施奖励政
策，有不少媒体舆论持
赞同意见。普遍认为，
此举能有效增强居民
做核酸检查的主观能动
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四

早”作用，为最终取得
疫情阶段性胜利赢得宝
贵时间，是特殊时期的
特殊之策。
       然而，笔者觉得，
尽管当地政府初衷是好
的，在一定程度上能让
普通老百姓感受到人性
化关怀。但从本质上来
说，这是一种谬赏，尤
其是在奖励标准方面，
出现各地间的“比拼赶
超”，有悖法理。
       首先，主动配合核
酸检测，是公民的法定
义务。《突发事件应对
法》第五十七条规定，
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公民
应当服从人民政府、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或者所属单位的指挥和
安排，配合人民政府采
取的应急处置措施，积
极参加应急救援工作，
协助维护社会秩序；《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
例》第三十六条 国务
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指定的
专业技术机构，有权进
入突发事件现场进行调
查、采样、技术分析和
检验，对地方突发事件
的应急处理工作进行技
术指导，有关单位和个
人应当予以配合。显然，
主动进行核酸检测，应
检尽检是在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地，政府根据法
律的授权所实施的一项

防控措施，是公民应尽
的法定义务。
       其次，重奖于法无
据。尽管《传染病防治
法》第十三条规定，国
家支持和鼓励单位和个
人参与传染病防治工
作，对在传染病防治工
作中作出贡献的单位和
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但对主动进行核酸检测
这一行为而言，原本应
当履行的法定责任，恐
怕难以用“作出贡献”
标准来实施奖励。
       此外，这个季节，
恰逢是东北寒冷的冬
季，也是流感高发的时
间节点。如果说大家为
了做核酸获取一、两万

元奖励，身体不适者难
免都扎堆到医疗机构，
既会加大交叉感染的风
险，也会无形中增加医
务人员工作量。
       为做好疫情防控，
国家包括各级政府，动
用了大量的财政资金，
有条不紊地推行各项防
疫工作。把纳税人一分
一厘，用在刀刃上，最
大可能地发挥资金使用
效益，是各级政府应当
遵循的底线要求。动用
纳税人的血汗钱，来奖
赏公民原本应当履行的
法定责任与义务，于情
于理于法，都难以行得
通。

█吴睿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