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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汉雄

据应急管理部消息，3月30日，四川省

凉山州木里县雅砻江镇立尔村发生森林火

灾，致30名扑火人员遇难。

这次火灾牵动人心，因为造成的人员

损失实属惨重。2018 年全国森林火灾造

成的人员伤亡为39人，其中死亡23人。这

次牺牲的扑火人员超过2018年全年，包括

27 名森林消防指战员和 3 名地方扑火人

员。那么多年轻的生命，瞬间就被大火吞

噬，令人深感哀痛。

木里县的这次火灾，不同于普通山火，

因为该县系四川森林面积、森林蓄积第一

的县，其全县森林面积就占全国百分之一

左右，举足轻重，及时灭火对保护森林资源

意义重大。且向那些勇蹈火场的人们致以

崇高的敬意，对献出宝贵生命的扑火者致

以深切悼念。

近期，多个地方连续发生森林火灾。4

月1日晚，应急管理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

森林火险红色预警，这也是三年后再次启

动该级别预警。木里县火灾中牺牲的 30

人，当唤醒各地的森林防火意识。虽然木

里县森林火灾初步判断由雷击引起，但过

往数据表明，90%以上的山火往往由人为

引发，自然因素占比很小。天灾固然可怕，

人祸更为可畏，只有守土有责，防火于未

“燃”，才是对牺牲消防人员的最好的悼念，

也是对所有生命的爱护与敬畏。

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表明，春季历来

是山火高发时段。1987年以来，全国共发

生71起特大森林火灾，60%集中在这一时

段。这期间是野外火源管控最难时段，诸

如烧田埂、上坟、踏青旅游、采摘山货等，一

根烟头就能引发火灾。笔者从小生活在山

区，没少见过因山火而林木被毁、人员伤亡

的惨景。每到春天，本是草木青郁、山花怒

放的季节，却一次次目睹青山过火后被烧

成一片黑色；每到春季，也没少见，乡村两

级的防火人员骑着车子各村子到处跑，一

遍遍地打锣吆喝警示，不得上山用火。但

总有疏忽大意或不以为然的，让山火发作

起来。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尤其是清明节

将至，每个人心中须筑起防火墙，不携带火

种入山，不在森林中搞野炊，不乱扔烟头，

不要玩火，不要因为心存侥幸而引发悲

剧。木里火灾过后，公众更要警醒，做好防

火工作，责任重如泰山。

非法行医贻

害无穷，不仅损害

群众健康，更可能

危及生命。近年

来，部分地方通过

创建医疗卫生信

用信息管理系统，

与公安等多部门

联动，不断形成打

击非法行医的高

压态势。

新华社 朱慧卿

乔杉

“这事儿不能怪我”“我不吃我不喝

我要钱”“我想喝手磨咖啡”……最近，

电视剧《都挺好》的苏大强表情包可称

得上是“火出圈”了。与此同时，它也带

来一些争议。各大电视节目、商家广

告、微博营销号争相改编，“苏大强表情

包”被“玩儿坏”。近日，“苏大强表情包

作者不心疼版权”还登上了热搜，又引

起一波表情包版权讨论。

现在大凡一种流行现象产生后，立

马就会出现跟风、炒作、蹭流量，针对电

视剧《都挺好》的也不例外。这些年来，

现象级作品和明星被制作成表情包的

还少吗？前几年，“葛优躺”表情包就风

靡一时，葛优还因此把制作者告上了

法庭。

正如律师所说，艺人的肖像权具有

人身性质，属于专属人格权，苏大强的

肖像权归倪大红所有。或许因为想到

了“葛优躺”，现在“苏大强表情包”的制

作者有些担忧。律师表示，会不会被告

上法庭，主要看倪大红以及剧方的态

度；如果被告上法庭，会不会承担法律

责任，则主要看制作者有没有以营利为

目的。

在“葛优躺”事件中，葛优之所以能

够打赢官司，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表情

包制作者艺龙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已

经赋予了“葛优躺”表情包商业用途。

当时，海量的网友也把“葛优躺”玩坏

了，但因为只是出于一种娱乐目的，并

无商业诉求，所以不需要承担责任。现

在“苏大强表情包”也是如此，如果作者

本人没有获取收入，仅是“为个人学习、

研究或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

品”，那就属于合理使用，无需征得著作

权人同意，也无需支付报酬。反之，则

需要承担责任。

在“苏大强表情包”版权问题上，其

实并不存在争议。这个表情包具有一

定程度的独创性，制作人显然拥有著作

权，但由于制作人使用了影视剧的元素

以及倪大红的肖像，还涉及到了演员倪

大红的肖像权，以及电视剧《都挺好》制

片方的知识产权。这也提醒制作者，如

果只是基于娱乐目的，那么大可以轻松

一点，无需考虑太多；如果有着商业化

目的，必须事先征求意见，否则有可能

会把自己“陷进去”。

现在倪大红以及剧方并没有表明

态度，而制作者由于存在担忧，也不太

敢站出来维权。不管倪大红、剧方和这

个表情包的制作者有什么反应，有一点

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种种以营利为目

的玩“苏大强表情包”的，已经过界了。

拿新媒体来说，无论其使用还是改编

“苏大强表情包”，在事实上都有蹭流量

的动机和后果。众所周知，很多新媒体

是靠流量吃饭的，这种蹭流量显然是一

种商业行为，自然应该承担责任。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现在侵犯知

识产权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有些

问题还表现得十分严重。正如表情包

创作，俨然成为一个创业的新蓝海，很

多制作者获得了不菲收入；而表情包的

侵权使用，也俨然成为一个重灾区，特

别是一些新媒体，对于表情包完全就是

“拿来主义”，丝毫没有产权意识，这与

当前社会重视知识产权的整体氛围不

符合。保护知识产权不应该存在死角，

不能因为是新表现就放任不管，这个问

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作为一种互联网现象，表情包深得

网友喜欢，但无论是制作还是使用，都

应该恪守规矩。具体到这件事，即便倪

大红以及剧方不愿深究、选择“算了”，

但是表情包版权必须得到正视，“苏大

强表情包”不应被“玩坏”，这个态度必

须亮出来。

苏大强表情包不应被“玩坏”

保护知识产权不应该存在死角。作为一种互联网现象，表情包深得网

友喜欢，但无论是制作还是使用，都应该恪守规矩。

廖卫芳

一项调查显示，我国约有78.6%的家庭存

有备用药品，家庭药品中30%—40%超过有效

期三年以上，82.8%的家庭没有定期清理的习

惯。家里储备的药品过期了，该怎么处理？

据媒体调查，很多人往往是一扔了之，或选择

让人上门收购。家庭过期药品处置存在乱

象，隐患重重。

其实，早在几年前，过期药品就已被明确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如果对过期药品

采取一扔了之，药品中的有毒分解物溶解之

后，就会污染土地和水源，一些挥发性强的过

期药品还可能成为过敏源，势必对环境造成

严重污染，严重的甚至会直接危害人体健

康。而如果被不法之徒上门收购，极有可能

让这些过期药品“改头换面”回流至药品市

场，给公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笔者以为，治理家庭过期药品处置乱象，

关键要完善回收机制。首先，应加大对过期

药品回收工作的立法。通过顶层设计，制定

法律法规或条例，明确过期药品回收工作的

主体、主要责任以及联合执法机制等，明确企

业开展过期药品回收、处理的法律责任，规范

个人、家庭参与过期药品处置的行为。其次，

应设立过期药品回收点。不妨在医院、药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地设立过期药品回收

点，并由专人负责回收。第三，应建立包括回

收、储存、流通、销毁等在内的完备的过期药

品回收体系，做到及时安全、无毒无害，杜绝

因过期药品处理不当而污染环境的情况的出

现。第四，应建立健全药品回收激励机制。

政府部门应对从事过期药品回收的企业给予

一定的回收激励措施，对过期药品回收点作

用发挥较好的予以适当奖励，并通过购药优

惠、以旧换新、发放代金券等方式激发公众参

与过期药品回收的热情。

当然，有关方面还应加大对过期药品危

害的宣传力度，让公众了解随意丢弃过期药

品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等危害，从而让每

个人都提高对过期药品处理的警惕性，并积

极参与到回收活动中去。同时，有关方面还

应引导公众养成良好的用药习惯，增强安全

用药意识，做到按需求购买药品，避免重复购

药和超使用量购药，减少药品资源浪费，在全

社会树立正确的用药观念，从而让家庭过期

药品处置乱象得到有效遏制。

防火于未“燃”才是最深切的悼念
天灾固然可怕，人祸更为可畏，只有守土有责，防火于未燃，才是对牺牲消

防人员的最好的悼念，也是对所有生命的爱护与敬畏。

治理过期药品处置乱象
关键在完善回收机制

要遏制家庭过期药品处置乱象，应

加大对过期药品回收工作的立法，设立

过期药品回收点，建立完备的过期药品

回收体系，建立健全药品回收激励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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