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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借阅如点外卖带来的启示
刘薇

图书馆也可以如外卖般足不出户点单借阅？成
都做到了，而且把这项服务拓展开来，辐射到一个更
大的都市圈。

如何做到的？成都图书馆在线上设置图书网，
2023年11月22日开放服务，其时，当地媒体报道称，
市民通过该馆微信公众号进入，注册后像点外卖般填
写信息，支付相应邮费后选择EMS或京东快递等待
送书上门即可。借阅图书不限于成都图书馆一处，还
书也可以就近到各个区（市）县设立的分馆和城市阅
读美空间、24小时自助图书馆服务点。它们遍布成都
市多个街道社区，图书可以在不同的区域中进行二次
流通，辐射更广的人群。近日，成都图书馆又对外宣
布，其网借服务再次升级 ，从原本的大成都范围拓展
到成德眉资都市圈。

难，也不难。技术上讲，无非是数据与信息共享、
互联网与物流，接通端口轻而易举，难就难在想不想
得到和愿不愿意资源流动。移动互联网时代，书店多
以消费场景多元化应对挑战，图书馆的出路又在哪
里？2021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十四五”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明确提出以全国智慧图书
馆体系建设项目和公共文化云项目为引领，推动公共
文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取得新突破。此后，京
沪浙等地多家图书馆均开通网借平台。

“加入”也是一种逆向思维。从实际效果看，网络
借阅并非没有效益。读者支付数元邮费，换来时间成
本节省，以及更轻松自如的选择，契合现代都市生活之
消费习惯和便利走向。对图书馆而言，借助物流延伸
服务半径，让图书资源尽可能流动起来，本质上也是一
种共享经济，亦是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的有效路径。

这种改变背后，还有很多看不见的社会效益。例如
公共服务之无缝衔接。成都、德阳、眉山、资阳，位于“一
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战略重要交会点，是全国第
三个、中西部第一个获国家层面批复的都市圈——成
都都市圈。今年1月30日，四川发布《成都都市圈建
设探索实践案例汇编》，既有优化布局规划、引领机制
构建等顶层设计，也有惠民利企之小切口创新。如今
再链接阅读资源，同城化在公共服务和生活方式共享
方面的作为应能带给其他地区更多启示。

斩断低价提升学历骗局根源
周志翔

近期，有培训机构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视频称，“重
庆本科大学面向社会扩招，学费880元起，就能拿到快
速毕业的本科文凭”。重庆市教委对此明确回复：网
传视频系虚假宣传，提醒市民通过规范渠道获得学历
证书。

不仅是重庆的本科大学，这种学历快速申请广告，
宁夏大学、兰州大学都出现过。据核查，网传视频系培
训机构的广告引流。网民进入该视频画面，只要点击

“立即咨询”，就会跳转到机器人对话框。在互动聊天过
程中，套取网民的个人信息。很显然是针对用户所在地
生成的广告，重庆市教委对这个说法进行了明确回复，
解答了公众疑惑，其他省份也应及时出来发声，指导有
需求的网民学会辨别真伪，平台也要加强监管审核力
度，切断诈骗信息发布渠道，避免更多人上当受骗。

误导消费者，损害学校声誉。低价获取更高学历
文凭，以此为诱饵，骗取信任者信息以及钱财。这已
经不是夸大事实，而是虚假宣传编造事实。一旦有人

上当，被骗取费用是最直接的损失，为此耽误的时间
和机会成本，影响更加难以估量。而对相关高校来
说，他们的信誉会受到直接影响，作为正规的大学，被
戴上低价收取费用就能授予学位的“帽子”，对在校学
生以及学校长期发展都有影响。重庆市教委明确回复
辟谣，提醒广大网民切勿相信，既能避免当事人损失，
也是挽回所属院校名誉的及时之举。

平台监督监管不能缺位。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
渠道，平台应加强对广告内容的审核把关，拒绝播放
或发布虚假广告。近些年来由短视频平台为入口，
发布的虚假广告屡见不鲜，治理的成效时有时无。
如果无法禁止，索性就应撤下相应板块，如果舍不得
这块蛋糕，就应承担起相应的监管和审核责任，不给
诈骗者可乘之机，这应是各家平台的态度。若不能
自查，就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监督，建立监管机制，
通过社会监督的力量，形成对虚假宣传行为的强大
威慑力。

刷脸挂号有必要吗
吴戈

近日，有市民反映，他在某家医院小
程序挂号时，不仅需要先填写就诊人信
息，还需要进行人脸识别验证。但换另
一家医院后，只需填写就诊人信息就能
预约挂号。其实，早在2023年5月8日，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就启动了“全流
程无感就医”模式，通过人脸识别，即可
完成建档、挂号、预约、就诊等流程。
2023 年 11 月，刷脸挂号就医模式在广
州、深圳等地多家医院出现，但不刷脸依
旧可以挂号，以致不少人质疑刷脸挂号
真的有必要吗？

不可否认，刷脸挂号的确可以解决
当下医疗资源分配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包括但不仅限于免除携带病历资料、卡
证、异地就医、结算缴费、打击黄牛以及
医保基金规范使用等问题，甚至在未来，
这些精确到个人甚至带有个人识别信息
的医疗数据，还会为推动我国医疗技术
发展作出更多贡献。但信息技术的发展
总是一把双刃剑，刷脸挂号在带来方便
的同时，也会伴随一定的风险。

人脸信息是个人很重要的隐私信息
之一，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在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使用这些信息，而不
应因为不愿意使用这些信息导致失去本
应得到的权益。此外，人脸信息作为唯
一且不具有更改性的识别信息，一旦泄
露或是被滥用，后果将十分严重。

刷脸挂号虽然看似多了一层保障和
便利，但在信息泄露带来的风险面前好
像显得有些得不偿失。对医院来说，如
何保存好这些数据不被有心之人利用，
也需要做很多工作。因此，医疗信息技
术开发应以个人信息保护为前提，当隐
私保护存在风险时，是不是应该考虑放
慢开发的脚步，把隐私保护的堤坝筑牢
再说，切不可为了加快创新进度而牺牲
隐私。

让专业照护人员为居家养老“减压”
孙瑞亭

居家养老目前还是大多数人的首选，不过随着
高龄老人群体日益庞大，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照护
人员则较为短缺，需要通过加大培训力度、创新服务
模式、开展职业探索等路径来积极应对。

截至2022年底，银川市户籍总人口中60周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34万人，占总人口的15.8%，养老问题
日益突出。近年来，银川市通过建设家庭养老床位，
以智能设备配置和适老化改造，从而提高老年人适
应居家生活环境的能力。不过，在面对失能、半失能
老人的居家养老问题时，除了基础的智能设备配置
和适老化改造外，想要有效缓解家庭照护的压力，具
有相关专业知识的照护人员就必不可少了。因此，
要通过加大培训力度、创新服务模式、开展职业探索
等实际工作，来营造健康、舒适、安全的居家养老环

境，尤其是要让经济困难的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实
现老有所养、老有善养。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0年，我国失能老人
规模从523万人增至618万人。可想而知，数据增长
背后家庭照护所要应对的压力有多大，面对这种情
形，就得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首先，专业照护
人员经过职业培训，在具有基础护理能力的同时，在
专项照护、设备操作、用药安全、降低风险等方面具有
相应的科学素养。其次，除了身体上的照护外，以有
效交流沟通为代表的心理照顾也是重中之重，这是需
要经过系统培训与丰富实践才有的能力。另外，专业
照护人员的介入，一方面老人不必前往养老机构，另
一方面也能“解放”不少家属的照护压力。

当前，一些社区通过建立家庭养老床位，一方面

进行适老化改造，让家庭环境更适合老年人居住和
生活，另一方面，通过安装系统智能硬件，实现老年
人24小时居家安全监护。同时为失能、半失能特殊
困难老年人提供助洁、助浴、助行、助餐等居家上门
服务。其实，从表面上看是把养老服务机构专业照
护服务向家庭延伸，但核心还在于专业照护人员人
才体系的建设。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加大照
护人员培训力度、创新家庭照护服务模式、开展家庭
照护职业探索是必须抢先一步的。

面对养老服务的新形势、新要求，要通过加强专
业照护人员人才队伍的建设，让更多有实际需求的
居民近距离观察和感受这一职业，消除传统观念中
的认知误区，不断理解和尊重专业照护人员，从而助
力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