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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拜登突访基辅
并宣布增加对乌军援

新华社基辅2月20日电 美国总统拜登20
日突然造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总统泽连斯
基举行会谈，宣布美国将向乌提供包括海马斯
多管火箭炮和“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弹药在内
的价值5亿美元的新一揽子军事援助。

拜登在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宣布，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已向乌提供 700辆坦克、数
以千计的装甲车、1000门火炮、200多万发炮
弹、50多套远程火炮以及反舰和防空系统等武
器和装备。

标着“初级农产品”的药材，被直播间
夸大为能治多种疾病的“神药”；身着白大
褂的老人，配合着主播在一旁称药、打包；
将医疗词汇拆分重组成新型营销话术，以
躲避违禁词审查。近期，记者调查发现，一
些养生类账号活跃在网络直播平台，违反
国家规定暗中或违法“行医”，真假难辨，扰
乱市场秩序，给消费者和患者带来危害。

暗中开“中药方”功效存疑

记者在某直播平台看到，主播举着一
袋名为“散结汤”的产品介绍道，“家人们，
只要你身上有囊什么肿、息什么肉，疙里疙
瘩、鼓里鼓包，不管在甲上的、肺上的、前胸
的、后背的、胳肢窝的、四肢的，通通都可以
把咱们的汤汤喝上，拍 2号链接 6大包 30
次。”

其间有多位网友描述自己的症状，虽
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但经过主播的“诊
断”后，都推荐了同一款产品。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后记者发现，主播
提及的“囊什么肿”等“奇怪”的词汇，实际
上都是医药类术语：囊肿、息肉、结节、甲状
腺、汤药等，之所以这样说，目的是为了躲
避平台的违禁词审查。

而在该款“散结汤”的详情页中，中差
评达到数百条，有消费者写道：“喝了一段
时间，啥效果也没有，病情严重的千万别乱
买”“在药房里买同样的东西，比这里便宜
好几倍”“打开一包，还混杂着一根生锈的
钉子”……

在另一个数百人的同类型直播间，主
播不断重复着产品的“万能”功效：额头热
热的、嗓子咳咳的、阿嚏阿嚏的，全家人都
能喝，放心喝，这款已经卖出 8万多单了。
当记者提问“不需要医生把脉诊断，就能直
接开方子吗”，随即显示已被对方拉黑并

“踢”出直播间。
而在一个名为“XX堂养生”的直播间，

除了主播之外，还有一位穿着白大褂的老
人一言不发地称药、打包。主播表示，自己
跟着这位老前辈在线下做了 7年的“姨妈
汤”，专注于女性健康，有淤淤、堵堵各种问
题的，先拍个10包带回去。

当网友在公屏上提问“是中药配方
吗？”“老前辈是医生吗？”主播马上回应说，
虽然写着“初级农产品”，确实是“中中”配
方，这位老师也是“医医”“doctor”，是有证
的，但是不能给你们看，要被封号的。

消费者还发现，在多款热销中药类产
品的评价中，充斥着不同账号上传的相同
评价和配图；还有部分商家通过添加患者
微信，引导至第三方平台进行交易，以谋求
更多不正当利益。

监管不足带来多重隐患

当前直播平台“开药方”、售卖中药材
存在多重违规行为，同时暴露了监管审查
方面的漏洞，不利于中医药市场的健康发
展。

——用“农产品”“食品”等替换概念蒙
混过关。记者调查发现，此类直播间所售

卖中药产品的营业执照上，大多都有初级
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初加工等关键词，
以此规避更为严格的药品类资格审查。一
位店铺商家表示，直播平台不能直接卖药，
直播间里也不允许随意讲医药类相关的词
汇和产品，因此将药品的概念和功效转移
到日常用品或者食品上面，就更容易在平
台过审。

——违规直播卖药，夸大治疗效果。
2022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2022年纠正医
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
点》提出，严肃查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利用
职务、身份之便直播带货。“医生直播带货
是违规行为，假借医生之名直播行医卖药
更是违法行为。”山西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
兰贵说，直播间卖药号称“一人一方”，实则

“千人一方”，盲目吃药对身体有很大危害，
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治疗方法也不同，需要
辨清寒热、对症下药。

——平台监管缺位，资质把关不严。
受访业内人士表示，一些直播平台规定，禁
止发布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包括国产、国外
药品，但对于商家有意偷换概念、挂羊头卖
狗肉等行为，平台监管并不严，存在一定的
监管漏洞，导致更多不法商家和个人有了
可乘之机。

需多方合力治理直播“行医”

直播平台监管不到位，商家打“擦边
球”躲避审查，患者病急乱投医，多种因素

导致了互联网直播间里的“行医”乱象，其
治理也需要多方合力。

山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流通监管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 2022年发布的
《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药品网络
销售企业应当按照经过批准的经营方式和
经营范围经营，未取得药品零售资质的，不
得向个人销售药品。

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耿晔强
说，对于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电商类平台应
切实履行监管职责，面对不断变种的违规
行为，审查过程要更加细致全面，并对涉嫌
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违法行
为跟进查处，营造良好的网络营商环境。

业内人士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和行业
协会要结合网络销售新形势新特点，更有
针对性地完善监管措施，执法部门要加强
对不法企业及从业人员的打击力度，提高
违法成本，维护公众身心健康和消费者权
益。

受访专家表示，虽然网络购物已经成
为很多人的消费习惯，但药品是特殊商品，
消费者和患者要优先选择线下就医和实体
药店。确需网络购药时，要格外擦亮眼睛，
查看网上药店是否具备药品交易服务相关
资质。

胡兰贵认为，还要进一步规范医护人
员直播等自媒体行为，引导医护人员通过
短视频、直播等宣传相关医学健康知识，对
患者和公众进行健康指导，这既符合大众
的需求，也是医疗工作者价值的体现。

打“农产品”幌子开“方子”
——网络直播间“行医”乱象调查

新华社记者 王皓

新华社华盛顿2月20日电（记者 孙丁）
美国俄亥俄州贝德福德市一金属工厂 20日发
生爆炸起火事故，造成1人死亡、13人受伤。

社交媒体视频显示，该工厂爆炸起火后，所
在区域浓烟弥漫，金属和建筑碎片四散。当地
消防部门通报说，13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一人不治身亡，另有1人在现场接受治疗。

据悉，工厂附近多个社区报告空气中有难
闻气味。目前尚不清楚事故原因，调查工作正
在进行中。

这是俄亥俄州近期发生的第二起重大安全
事故。本月 3日，一列运载危险品的货运列车
途经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镇时发生车厢脱轨事
故，应急人员随后对运载氯乙烯的罐车进行所
谓“受控释放”，产生大量黑烟弥漫天空，引发当
地居民质疑和担忧。

美国俄亥俄州一金属工厂
爆炸起火致1死13伤

新华社联合国2月20日电 中国常驻联合
国副代表戴兵 20日在安理会朝鲜核问题公开
会上发言，呼吁坚持政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
正确方向。

他说，中方一直密切关注朝鲜半岛形势发
展。当前形势紧张对立的一面再次突出，并可
能呈螺旋式升级，这不符合各方利益，也是中方
不愿看到的。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
制，坚持政治解决的正确方向，避免采取可能进
一步加剧紧张、导致误判的行动。

他说，推动朝鲜半岛问题走出困境，首先要
聚焦问题症结。半岛问题的本质是安全问题。
在半岛未实现停和机制转换的情况下，朝鲜长
期面临巨大安全压力与威胁。中方呼吁有关各
方正视半岛问题的历史和现实，汲取经验教训，
坚持对话协商的正确方向。当前形势下，更要
防止恶性循环、轮番升级，导致形势失控。特别
是，个别国家应放弃搞地缘政治操弄，停止战争
叫嚣，避免动辄诉诸军演、制裁等施压手段，为
政治解决营造合适环境。美方既然多次表示愿
无条件与朝鲜开展对话，就应拿出实际举措，把
对话搞起来、谈下去。

他说，推动半岛问题走出困境，安理会应当
发挥建设性作用。当前半岛形势高度敏感复
杂，安理会就此采取的行动、开展的讨论应当有
助于推动缓和局势、增进互信。安理会涉朝决
议是一个整体，其中既规定了对朝制裁措施，也
明确要求恢复六方会谈、避免紧张升级、推动政
治和对话解决。落实制裁和推动复谈都是执行
安理会决议，二者不可偏废，不能相互替代，不
能只取所需。片面追求制裁并不断加码，最终
只会走进“死胡同”。

他说，推动半岛问题走出困境，各方要树立
正确的防扩散导向，不能搞双重标准。美国及
有关国家一面推动讨论朝核问题，一面却推卸
自身责任，在亚太地区公然开展有违《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目的和宗旨、导致武器级核材料扩散
的核合作，甚至还意图在地区复制“核共享”。
这些行为难道不是明目张胆的核扩散吗？这种
做法不仅对半岛无核化进程造成严重负面影
响，还将严重加剧地区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值
得高度警惕。

他说，中方衷心希望半岛稳定而非生乱，不
愿看到半岛问题陷入恶性循环。中方呼吁各方
保持理性克制，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出
发，按照“双轨并进”思路和“分阶段、同步走”原
则，共同推进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中方愿继
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方呼吁坚持政治解决
朝鲜半岛问题的正确方向

新华社洛美2月20日电 瓦加杜古消息：布
基纳法索军方20日发表声明说，该国北部萨赫
勒大区乌达兰省日前发生一起袭击事件，造成
至少 51名士兵死亡，约 160名恐怖分子在军方
反击行动中被打死。

声明说，军方一支部队17日在乌达兰省遭
到伏击，造成8名士兵丧生、3人受伤，一些士兵
失踪。军方随后展开搜查和打击行动，发现43
具士兵遗体，并打死约 160名恐怖分子，摧毁 7
辆武装车辆和数十辆摩托车。

布基纳法索恐怖袭击造
成至少51名士兵死亡

初春的东京，乍暖还寒。一个落雪的
清晨，记者在上野动物园门口见到了“每日
熊猫”网页博主“熊猫氏”。

“熊猫氏”本名高氏贵博，是一位网页
设计师。2011年9月，高氏创建了博客“每
日熊猫”，专门刊载他在上野动物园拍摄的
大熊猫照片。3139天，连续11年！高氏几
乎每天到上野动物园拍摄大熊猫。

上野动物园开园时间是 9点半。“我一
般会提前两小时到动物园门口排队，利用
这个时间处理当天工作，这样动物园开门
后就可以专心拍摄大熊猫。”高氏说。

当天的雪越下越急，但恶劣天气并没
有影响高氏的好心情。“天气不好的时候，
游客会少很多。大熊猫很喜欢下雪，下雪
天也许能看到它们在雪中嬉戏的样子，今

天的拍摄很值得期待。”
动物园开门后，游客跟随工作人员来

到大熊猫妈妈“仙女”和它的双胞胎幼崽的
展馆。高氏对着大熊猫一通连拍，短短两
分钟的停留时间转瞬即逝。

大熊猫爸爸“比力”的室外展区不用
排队。“比力”时而瘫坐在积雪上面对游
客旁若无人地大嚼竹子，时而在雪中爬
上爬下。高氏用围巾包裹着昂贵的拍摄
器材以防被打湿，并在人群中穿梭寻找
合适机位。

为了能多拍些照片，高氏每次都要到
“仙女”和双胞胎幼崽的展馆外排队三四
回，每回至少要等待40分钟。

有一次，为了拍摄即将启程回国的大
熊猫“香香”，高氏甚至在寒冬中等待了 7

个半小时。“那是一个冬天的早上，我从 5
点开始排队，动物园开门后又在大熊猫馆
外排了 3个小时的队。”花了 7个多小时排
队，参观时间却只有短短两三分钟。高氏
坦言，“只要能看上一眼大熊猫，我就觉得
幸福”。

每次拍摄完大熊猫回家后，高氏就会
从当天拍摄的大量照片中筛选出约 200张
放到自己的博客上。

高氏与大熊猫结缘于 2011年。当年 2
月，中国大熊猫“比力”和“仙女”来到日本，
结束了上野动物园近 3年没有大熊猫的历
史。当年 8月的一天，高氏决定去看看大
熊猫。这个不经意的决定改变了他的生
活。

截至今年 2月 20日，高氏在将近 12年

的时间里拍摄大熊猫长达 3139天。除去
因新冠疫情闭园 340多天以及其他特殊原
因外，每天都能在上野动物园看到他的身
影。

高氏说，通过拍摄大熊猫，他结交到不
少朋友，身体也变得更健康。也因为大熊
猫，他对中国有了更多关注和了解。

高氏出版了大量关于大熊猫“香香”的
书籍、影集、明信片和挂历等，所得稿酬绝
大部分都捐给了相关基金，用于上野动物
园大熊猫的保护。目前，高氏与一家商场
合作，正在举办关于“香香”的摄影展。

高氏说，只要上野动物园还有大熊猫，
他就会继续坚持去拍摄，并把这份喜悦分
享给更多的人。“将来我也一定会去中国看

‘香香’的！”高氏说。

3139天的坚守
——记日本大熊猫摄影师高氏贵博

新华社记者 姜俏梅

陶笛是近年来风行于世界各地的一种小型乐器。2003年
起，河北省邢台市乐器艺人侯义敏就开始从事木质陶笛的研
究与制作，在他的手中，一块普通的木材，经过选材、设计、雕
刻，再经过钻音孔、调音和打磨、抛光，就成了一把音色纯正的
木质陶笛。目前，侯义敏已研制出上百种形态各异、声音柔和
的木质陶笛，大的有如足球，小的仅有指甲盖大小，分为12孔
陶笛、6孔陶笛、3管陶笛、4管陶笛等。侯义敏制作的陶笛被
众多爱好者喜爱，还远销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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