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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不
能 为 了 流 量
没有底线，为
博 眼 球 不 惜
低俗恶俗，更
不 能 侵 害 他
人权利。

近日，B 站发生疑似医生直播妇科手

术之事，引发舆论关注。

据曝料网友称，其于 1 月 15 日下午偶

然进入 B 站一直播间，从直播间的对话得

知，正直播一名麻醉师给一名女患者做妇

科手术。接到举报后，山东日照市公安局

东港分局立即对涉事医院相关人员进行

调查，并将涉事医生厉某抓获。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查中。

“想流量想疯了吧？妇科手术也能直

播？”“缺了八辈子德！”⋯⋯消息传出，引

发全网愤怒。

直播是个大箩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为了赚取流量、获取利益，一些主播不惜

以奇葩、粗俗、恶俗的表演制造“网红效

应”。医生直播做妇科手术，再一次突破

了底线。

网上直播妇科手术，这是拿患者隐私

当儿戏。病情本身就是隐私，妇科手术就

更是隐私了，竟然用来直播，极不道德。

医生在动手术时直播，也是渎职的表现，

增加了手术的风险。

直播妇科手术可耻，涉事医院的管理

疏漏同样难辞其咎。据曝料网友称，在直

播过程中女患者曾询问一名在场的女医

生，在场男性人员是否是为其做手术的医

生，女医生表示此人是麻醉师。因不知情，

女患者的手术一直被该麻醉师直播着，“其

间，麻醉师的同事也没有阻止该行为”。妇

科手术不能直播是个常识，在场的其他医

护人员难道就没觉得不妥？如此麻木不

仁，耐人寻味。

B 站应该担负一定的监管之责。据 B

站客服人员称，经内部检查，该直播间于 1

月15日直播过程中被多次警告及切断，随

后被永久封禁。发现这么严重的问题，何

以不是马上切断，还要“多次警告”？还有

网友留言，B 站上有不少医生诊治患者的

视频。号称人工审核的 B 站，何以屡屡曝

出侵权之事？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直播不能

没有边界。近年来，一些不惜以身试法的

网络主播被封号被拘留乃至被判刑。麻

醉师直播妇科手术，同样应该被法办。《执

业医师法》明确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

必须依法保护患者隐私和个人信息。泄

露患者隐私，造成严重后果的，将受到警

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

业活动的处分；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

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网络直播，不能为了流量没有底线，

为博眼球不惜低俗恶俗，更不能侵害他人

权利。网络直播必须规范发展，才能行稳

致远。

医生直播妇科手术，缺的不仅仅是德

为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近两年来，

全国各地会视情况变化而采取临时管控

措施。一些保险公司顺应市场变化及客

户需求，推出了针对疫情防控强制隔离的

险种。这个“新冠隔离险”的话题在社交

平台上很火。根据相关保险说明，投保人

若在保险期内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被隔离，

可在隔离期内享受津贴补助。保险公司

号称，“59元防疫险，居家隔离1天能领200

元，一杯奶茶钱保障一年”。

然而现实是，虽然口号很吸引人，投保

过程很轻松，但想理赔成功却困难重重。

不少人申请理赔时被告知，次密接、非自

费、居家隔离、境外回国、全域管控均不在

赔付范围内。因为隔离险理赔限制条件较

多，所以这个险种在人们看来就是个坑。

发生这样的事，与投保人当然有一定

关系，一些人未细究投保规则、保险合同

条款的因素而盲目投保，是一部分原因。

但相比个人，保险公司的责任更大。

一则，因为保单价低，保险公司为了控制

理赔风险，将产品免责条款细化，让隔离

险理赔限制条件多；二则“隔离险”是新险

种，在销售和理赔过程中存在一些模糊、

易混淆的地方，于是干脆被一些保险公司

当成了营销噱头，根本没起到应有作用。

保险产品把保障范围和免责范围向投

保人讲清楚，是保险公司的基本义务。但

如果保险公司一味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忽悠

投保人入坑，实际理赔却困难重重，反而容

易伤害自身公信力，影响自身声誉。

“新冠隔离险”本是保险行业应对新

冠疫情的创新产品，可以满足人们在特殊

时期的需求。若没有将它当作噱头来赚

快钱，而是好好运作，保险公司本可以与

消费者双赢，对稳定社会人心也能产生作

用。相关监管部门应因势利导，督促并帮

助保险公司将这个创新产品实打实地做

好。

新冠隔离险，本是创新何以成“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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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孩政策实施后，如何消解其对女性就业带来的副作用？省两会中，省政协委员、杭州市政协副主席冯仁强的建议引

起关注。

去年11月30日，浙江省送出一个鼓励生育的大礼包，包括延长产假、推出育儿假等。而落实这些奖励政策的重任，则

落到了用人单位的头上。“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了解到，这些政策离真正落地还有点距离。”冯仁强委员表示。如何改变

这一局面？冯仁强提出了一套方案——所得税加计扣除，它是在实际发生数额的基础上，再加上一定比例，作为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扣除数额的一种税收优惠措施。这样，既能有效分担企业负担，又能激励企业保障女性员工就业权益，更能鼓

励女性员工的生育意愿，而且操作简单方便。

对于女性生育的现状和未来，钱江晚报·小时新闻的评论员也有话要说——

让职场女性敢生，社会需分担更多成本让职场女性敢生，社会需分担更多成本

对女性权益的保护，还不够

本报评论员陈江：就业性别歧视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相信大多数
职业女性都曾受此困扰，恐怕是个世界性难题。

在三孩生育政策落地后，生育福利加码了，社会一片叫好之声，
但女性就业歧视问题加剧了，现实中不少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对女性
表现得更加“小心翼翼”。

去年泡泡玛特招聘职员，仅限女性填“计划生育”的选项，一时间
舆论哗然。一家主要消费群体为女性的品牌，涉嫌就业性别歧视，社
会舆论的反弹就相当大。这个典型事例反映出：作为生育的直接承
担者，女性得到的权益保护还远远不够。

给企业减负，让社会分担更多生育成本

本报评论员高路：为了提高女性生育意愿，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是
一个可行的办法。当然，降低成本不是要降低女性职工的报酬，也不
是要减少女性职工的福利，而是要建立一种用工成本的分摊机制，让

社会更多地参与承担生育成本。哪些是个人要承担的，哪些是企业
的责任和义务，哪些需要由社会来承担，得有一本清楚明白的账。

政协委员建议的所得税加计扣除是一种办法。另外，延长男性
职工的产假，让男性也承担起照顾的责任，以及完善生育保险制度，
说到底也是成本分摊。把原来集中于单个女性、单个家庭身上的压
力，通过各种办法分摊出去，避免用人单位因为害怕承担过高的用工
成本，在用工上陷入两难的境地，这是解企业的后顾之忧，也是在给
职业女性撑腰，有助于提升家庭的生育意愿。

做得好的企业，应受到大力表彰

本报评论员项向荣：女性在结婚生子后，要兼顾家庭和事业。有些
公司会认为，女性生育后会把很多的精力放在家庭中，就不给女性晋升
的机会，即便她很优秀。这是一些公司从利己角度出发的短视行为。

对女性生育的态度，基本可以体现一家企业的社会责任心。这
方面做得好的企业，应该受到大力表彰和宣传，从而让企业界形成通
过鼓励生育来提升品牌价值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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