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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3 日，网红小冉因抽脂感染不幸去

世引发关注。今年 5 月 2 日，小冉在杭州华

颜医疗美容医院进行了抽脂填充手术，术后

因皮肤溃烂、器官衰竭转入 ICU 抢救，两个

多月后的 7 月 13 日因全身感染造成多器官

衰竭，抢救无效身亡。杭州市卫健委发布通

报称，这是一起医疗事故。

网络时代，部分社交媒体散播容貌焦

虑，一些黑心医美机构推波助澜，于是很多

女性将整形作为缓解容貌焦虑、提升自信和

社交的手段。

在小冉离世的新闻下，很多网友留言：

“这么瘦了还抽脂啊？”抽脂其实是风险极高

的手术，正如杭州市卫健委发布通报指出，

此次事件中，华颜医疗美容医院存在术前缺

乏认识、术中操作不当、术后观察处理不及

时等过错，与患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应承

担全部责任。

起底杭州华颜医疗美容医院，它成立于

2018 年 6 月，之前曾受到 4 次处罚。此次为

小冉进行吸脂手术的主刀医生，医师级别仅

为“执业医师”，并不具备做小冉这次吸脂量

2000ml的三级手术资格。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医疗美容

纠纷案件民事审判白皮书》（2016年度-2020

年度）》显示，77 家涉诉医美机构中，有 75 家

为民营医美机构，约占97.4%。

上海长宁法院发布的《2015-2019 年医

疗美容纠纷案件司法审判白皮书》显示，五

年来，上海长宁法院受理的94件医疗美容纠

纷案件均发生在民营医院。

由此可见，一些民营医美机构潜藏巨大

风险。这样的乱象需要加强治理，健康的市

场离不开清晰的规则和强力的惩处。

实 际 上 ，国 家 也 在 加 大 对 医 美 行 业

的监管。去年 4 月，国家卫健委等八部委

联 合 下 发 了《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强 医 疗 美 容

综合监管执法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相

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医疗美容综合监管执

法工作。

医美乱象已成行业顽疾，要彻底根除，

除了相关监管部门的他律外，行业自律同样

不可或缺，规范化、专业化才是一个行业健

康发展的基础。

医美行业乱象丛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

因，就是需求与供给的不对等，一边是寻求

医美的人数不断增多，对美的要求越来越

高，一边是行业医师缺口大，人才培养耗时

长。因此，加大对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也迫

在眉睫。

消费者应该对医美有正确认知，分清生

活美容和医疗美容的区别，不要过分追求所

谓的“美”，否则可能会导致从众甚至盲从的

心理，反而带来个性的消失。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每个人都不应掉

入美的陷阱中。真正的美，应该植根于内心

的修养。

网红抽脂去世，该给医美行业动动手术了网红抽脂去世，该给医美行业动动手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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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上海地铁最近刷新了客流纪

录。与客流一起增加的，还有车厢里乘客跷

二郎腿的现象。据上观新闻报道，7 月 14 日

晚间，“上海地铁提醒车厢内少跷二郎腿”的

话题冲上热搜。

地铁空间狭窄，一个“葛优躺”或者跷个

二郎腿，基本能把一半过道给挡住，别人只

好绕着走，一方面鞋底污渍容易刮蹭到他人

的裤脚；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挤占了其他乘

客的站立空间，让本不宽敞的车内空间更为

拥挤。若是一不小心绊倒老人儿童或者孕

妇，后果就更严重了。

这些道理其实谁都明白，可仍有这么多

人把二郎腿给跷起来，甚至明知妨碍了别人

也不纠正，这是比跷二郎腿本身更让人难以

接受的事。

只是收一收腿的事，有那么难吗？自然

是没有的，难就难在为他人着想，为公共利

益着想。

地铁车厢里不文明行为已经引发无数

次热烈的讨论。一些城市拟禁止在地铁

车厢里饮食，结果引来不小的反对声，认

为应该照顾那些忙碌的上班族，后来城市

地铁基本上都禁止饮食，一轮风波平息。

之后声音外放的问题也引起讨论，最后也

是通过出台规定的形式一禁了之。

这一次怎么办？难不成又得给制度打

个补丁 ，出 个 什 么 规 定 来 禁 止 ？ 出 台 或

完 善 管 理 制 度 当 然 是 解 决 问 题 的 办 法 ，

禁饮食禁外放在上海地铁的执行效果都

不错，就能说明这一点，可是，如果禁 跷

二 郎 腿 也 出 现 在 规 章 制 度 里 ，似 乎 有 些

矫枉过正的味道。而且，当越来越多的禁

止令出现在规章制度时，那又该庞杂成什

么样。

其实，公共空间里，类似够不上制度刚

性但又确实影响公共利益的事有不少，比如

公厕里提供了免费纸巾，自来水放开使用，

没有谁限定使用数量，可是，就有个别市民

行为不当，无度用纸，无度用水。

这些行为之所以引起人们的争论，是行

为流露出来的自私与开放包容的城市文明

格格不入。

这些年，地铁走入全国，各大城市的地

铁文明都还在形成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市

民对文明程度的要求也高了。在文明形成

的过程中，有大量空白需要公民自己来填

补，不能指望靠规章制度来一管到底。

生活中有些行为是无法用某项具体、有

针对性的制度来约束，更多的应该靠人的自

觉和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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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条“路灯下的父亲”的视频走红

网络，感动无数网友。这是一位河南开封的

瓜农，为了让西瓜卖个好价钱，特意开了三

四小时的车，一大早拉着西瓜到郑州卖，到

了深夜还剩10多个瓜没卖掉。

视频中，这个略带倦容的中年男子枯坐

在马路牙子，等人来买瓜。很多网友说，看

到这个画面，不禁想起自己的父亲。不少网

友在跟帖中回忆，小时候父母亲如何辛苦赚

钱养活一家人。

这位卖瓜的父亲，展示了一个充满爱

和责任的形象。有一个儿子在上大学，一

个女儿在上初中，家里负担大，所以为了多

赚几块钱，还剩下几个西瓜，他也不愿打道

回府。这应该只是这位普通父亲的日常一

幕，如果不是被人偶然拍摄上网，就不会引

起那么多人的感慨，而他的子女也就不一

定能听到父亲袒露心迹，直白地表露对家

庭的爱。

往更大里说，这位父亲可谓是中国式父

亲的一个典型。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

字，当上了父亲后，尤其如此。无关城乡区

别，无关收入高低，人性都是一样的，乡下的

父亲为子女操心，城里的父亲也不见得轻松

多少。

从孩子牙牙学语，到上学，到踏入社会

找工作，再到结婚生子，几乎没有一件事父

母不挂在心上。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莫不

如此。慢慢地，子女长大成了父亲母亲，而

父亲母亲的双鬓已斑白。

以往影视、文学作品里，更多表现母亲

的爱，而较少涉及父亲的爱与责任。就是过

节，母亲节也比父亲节来得热闹隆重。这和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不无相关，所谓父爱如

山，父亲一般是一个沉默的、不苟言笑的形

象，生活中也往往如此。当然，做子女的到

了一定年纪，最终都会明白那并不代表父亲

不爱自己，只是爱的形式有所不同。这位让

人泪目的父亲，唤起许多人对父爱的回忆。

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次成功的父爱形象表

达。

在我们的学校里、课本里，确实有必要

加强这方面的理念传播和教育。父爱是一

个家庭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只重视母爱而

缺少对父爱的正确认知，并不利于孩子的成

长。孩子离了母爱不行，离了父爱也会造成

性格养成的缺失。让子女更懂得父爱的表

现形式，让父亲与子女之间的交流更加和谐

融洽，就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误会，从而增

进亲子关系。

这位辛苦的瓜农，以自己的方式阐释了

什么是父爱，什么是责任。在这点上，他和

很多孩子身边或码农或白领或公务员的父

亲，没有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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