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助3D技术“活起来”
借助3D打印技术，云冈石窟第18窟在北京被成功复

制，高大的立佛“走”出了千年石窟。这是继第3窟大
佛、第12窟“音乐窟”成功复制后，云冈石窟研究院利
用数字技术让文物“活起来”的又一重大成果。

据了解，云冈石窟第16至20窟，即帝王象征的昙曜
五窟，由当时著名高僧昙曜主持开凿，揭开了云冈石窟
开凿的序幕。其中，第18窟北壁主佛像高15.5米，高肉
髻，面颊丰圆，鼻梁高挺，身披千佛袈裟，两侧分别配
置胁侍佛、胁侍菩萨及十大弟子像。

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城西约16
公里的武周山南麓，距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现存主
要洞窟45个，大小造像59000余尊，是中国规模最大的
石窟群之一。

手机一扫活水灌农田
种了几十年地的陈俊没想到，手机扫一扫二维

码，他家的地就能灌水了。
陈俊是湖北荆州市荆州区马山镇濠林村 4 组的农

民，家里有10亩地，今年9月份种下油菜的3亩地都实
现了手机扫码用电。陈俊说，从他父辈到他都想象不
到可以这样种地，“科技发展太快了”。

陈俊口中所说的“科技”是今年 8 月国网荆州供
电公司推出的农村“共享电箱”试点。这是首个适
合我国南方农业种植区环境和条件的智能用电创新
项目。

纳米机器人实现微创治疗
一个国际团队开发出一种纳米机器人，首次实现

让机器人绕过眼球表面抵达视网膜且不对组织造成损
害，未来有望用于精准给药领域。

这种表面润滑的螺旋形磁性纳米机器人直径仅为
500 纳米，不到头发丝粗细的两百分之一，它可在短
时间内完成从眼球玻璃体中心位置到视网膜的可控运
动。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智能系统研究所、德国斯图加
特大学、中国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丹麦奥胡斯大学等机
构的研究人员受自然界中猪笼草的液态润滑界面启
发，开发了这种纳米机器人。（以上信息均据新华社）

云冈石窟

公安部近日披露江苏省常州市
公安局破获的一起大型保健品诈骗
案，透露了犯罪团伙有组织诈骗老
人钱财的种种套路，该团伙2017年
全年销售额高达10亿元。警方提醒
消费者，保健品“会销”诈骗目前
已经走向公司化运作，犯罪手法升
级。

2017年11月，常州市新北区72
岁的包先生家的报箱里，被塞进一
张广告插页。内容是关于老年公益
活动的，称加会员可享受公益活动
捐赠物品。

包先生夫妇向这个“公益组

织”报了身份证号、手机号，花
2800元办理会员卡。对方现场赠送
了智能拐杖、饮水机、破壁机等，
还表示一年可享一次免费旅游。

今年 3 月中旬，两位老人接到
免费旅游通知，被带到常州市下辖
的溧阳市一处所谓的“将军养生基
地”旅游，发现这里共有 100 多位
同被邀请的老人。其后，每两三位
老人被一个工作人员陪同，嘘寒问
暖聊家常。晚上继续开会。先是各
种头衔的“医学专家”讲课，谈养
生、讲保健品的功效、配方，然后
播放产品宣传片，里边都是大家熟
悉的著名主持人、演员。最后为老
人免费体检。

“依据体检报告，‘专家’说我
心脏有问题，有发生脑梗的可能，

建议我买他们的两种药品，说是有
公益组织赞助，买一送一还能打
折。”包先生的妻子回忆说，“起初
让我买 8 万元的，讨价还价后买了
3.4万元的药。”

基地“医学专家”还给包先生
开了一种药品，花费共1.5万元。买
药的钱由带他们前往的工作人员先
垫付，老人以身份证作抵押，回家
后取了钱再还上。包先生告诉记
者，现场买药的老人很多，有的花
了10多万元。

到今年 7 月，两位老人还在吃
这些药。直到公安人员上门取证，
他们才知道上当受骗，停止服药。

在本案中，从加会员到免费体
检全是“套路”，从“药品”到“医
学专家”全是假的。

套路一：加会员为了摸底。诈
骗团伙先招募保健品“经销商”，以
加会员、上门看望等方式筛选诈骗
对象，然后诱惑老人去旅游。

“被带到基地免费旅游的都是
‘四有一无’老人——有经济基础、
有保健意识、有慢性病、有自主
权，无子女反对的老人。”常州市公
安局天宁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杨
小清说：“正因为有前期筛选，这一
团伙诈骗成功率很高，到基地的老
人多半会花巨资购买药品。”

套路二：公益赞助实为诱饵。
旅游过程中，诈骗团伙成员会反复
告诉老人，他们之所以能享受免费
旅游、免费体检，领取各种礼物，
都是所谓的“爱心助老健康工程工
作委员会”等公益组织赞助的。事

实上，这些组织都是虚构的。为提
高活动可信度，诈骗分子还假借与
之并无关联的“于若木基金会”的
名义施骗。

套路三：陪伴旅游为套取病
情。旅游过程中，诈骗团伙往往安
排工作人员专门陪同老人。“目的
就是套取老人的病情。”犯罪嫌疑
人穆某承认，“体检其实是假的，
数据、病情都是从老人那里套取来
的。”

套路四：免费体检为诈骗铺
垫。常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大队
大队长袁航介绍，给老人体检的仪
器是网上买的，看起来很高端实际
没任何作用。陪伴旅游的工作人员
会与“医学专家”提前沟通老人病
情，好让其“对症下药”，虚构夸大

病情，诱骗老人购买保健品。
套路五：“医学专家”都是假扮

的。穿着白大褂、挂着各种头衔的
“医学专家”给老人讲课，灌输错误
的养生知识，吹嘘保健品功效，为
老人解读体检报告，接受咨询，开
具药品。犯罪嫌疑人卞某就是这样
一个“角色”。卞某自称“中国中医
药科大学”博士，事实上，他来自
辽宁，初中毕业，曾在老家做婚庆
主持。卞某每月底薪3500元，每讲
一场500元，约3天讲一场。

套路六：夸大保健品治疗功
效。假“医学专家”推荐的“特供
药”或“特效药品”，其实无任何保
健功能和疗效。杨小清说：“有的药
打折后每瓶售价还高达 400 元，真
实成本仅为10元至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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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11日，淘宝商城以“光棍节”促销名义首创“双十一”购物节，十年来，“双十一”早已超出
一场普通的全民购物狂欢，它所代表和折射的是中国经济转型、社会消费升级的巨大改变和生动缩影。

一次创意营销，开启了一场
商业传奇，在吸引无数眼球的同
时，持续飙涨的交易额也印证着
中国网络消费的无限潜力。

据新华社报道，2009 年是淘
宝首届“双十一”，当时网购还未
蔚然成风，但是一天之内创造了
5000 万元的销售额；2012 年是

“双十一”的爆发点，淘宝和天猫
的销售额达到了191亿元；2015年
阿里巴巴集团“双十一”销售额
增至912亿元；2017年“双十一”
天猫交易额 1682 亿元，创下历史
新高……

从 2009 年至 2017 年，“双十

一”交易额持续爬高的背后，是
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节节
攀升。2017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 3.64 万元，比
2009年翻了一番。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
预测：2018 年天猫“双十一”销
售额有望首度超过 2000 亿元大
关，包括京东、苏宁等在内的全
行业电商平台“双十一”大促销
售额将超过3000亿元。

奥纬咨询一项调查显示，消
费者的整体信心仍然强劲。与一
年前相比，51％的中国消费者预
计将在 2018 年“双十一”购物节

增加自己的购物支出。
每年“双十一”交易额增长

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商业、支
付、物流与服务的极限值不断抬
升。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张
勇表示，“双十一”已成为全球商
业力量的大巡礼，好比“商业领
域的奥林匹克”。

从“淘便宜”到买品质，从
冲动囤货到理性购买，消费者的

理念在这十年也发生了巨大转
变。京东大数据显示，2015 年以
前，用户囤货行为较为明显，主
要是日用品和消耗品；2016 年
起，用户在大促期间的客单价有
所提升，囤货行为也在继续，但
消费者在花钱上越来越不将就，
折扣低价已经不是消费的最大驱
动力，而是为了需要、为了享
受、为了愉悦。

“双十一”起源于线上，多年来推动着网络零售在中国的快速发
展。近几年来，随着新零售、智慧零售、无界零售等新潮流的兴起，阿
里、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都开始加强线上线下联动，电商平台之间的
竞争也由线上走向线下。

随着国民消费升级步伐的加快，全球购、买全球成为“双十一”消
费新趋势。2014年是“双十一”全球化元年，当年，217个国家和地区
参与了天猫的全球狂欢。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成为受
中国消费者欢迎的产品输出国。

商务部今年发布的《主要消费品供需状况统计调查分析报告》显
示，进口商品消费占商品消费总额比重达到三成以上的消费者占全部调
查对象比例超过20％。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司长骞芳莉在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表示，哪里有未被满足的需求，哪里就有市
场。在进口消费和网络消费双轮驱动下，电子商务必然成为承载消费
升级的重要平台。随着电子商务的推广普及，千千万万消费者过上了

“足不出户买全球”的美好生活。

“足不出户买全球”的美好生活

从从 ““ 淘 便 宜淘 便 宜 ”” 到 买 品 质到 买 品 质
□□ 高少华 龚 雯

火眼金睛

所谓“医学专家”实为初中毕业；听上去“高大上”的公益组织，竟是彻头彻尾的虚假组
织；所谓免费旅游、免费体检，实际全是敛财“套路”……

科技改变生活

一个老年公益活动一个老年公益活动 牵出六大诈骗套路牵出六大诈骗套路
□□ 朱光明

警钟长鸣共享电箱

精准给药

熟悉的品牌——云南白药，却有着不熟悉的配方
——氨甲环酸。近日，山东青岛一家三甲医院血液科的
执业医师发表网文称，在云南白药牙膏的成分表里，竟
然发现标注了“氨甲环酸”，而氨甲环酸是血液科医生
常用的止血处方药。这篇质疑云南白药牙膏的文章像是
一颗完全不受控制的舆论核弹，迅速发酵，不仅把正在
资产重组停牌的云南白药集团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也把中草药牙膏送上了舆论的法庭，一时之间，网络上
打倒中草药牙膏、严惩违规添加处方药行为的呼声愈演
愈烈。

据 《山西晚报》 报道，从目前掌握的信息和云南白
药方面的回应来看，云南白药牙膏并没有什么问题，消
费者不必担忧、恐慌。

第一，在牙膏原料规范中，氨甲环酸是允许添加
的，并不在禁用列表中，也就是说，添加西药成分“氨
甲环酸”是合法合规的；第二，添加西药成分“氨甲环
酸”是行业惯例，很多牙膏，比如欧乐 B 牙龈专护牙
膏、片仔癀牙膏等，都含有氨甲环酸或凝血酸成分。甚
至许多化妆品中都含有氨甲环酸；第三，中药与西药同
在一个配方里，普遍存在于很多中成药里，甚至很多院
内制剂等，都有这类现象。另外，从说明书上来看，一
般来说，配方成分一般按照含量降序排列，氨甲环酸排
在最后一位，说明其用量最少，而且仅仅是外用于刷
牙，消费者不必担忧其安全性。只不过，消费者要注意
的是，使用这种具有止血功效的牙膏，可能会掩盖牙周
病、血液病的病情，延误治疗时机。

当然，这次事件的出现并不是没有意义。最现实的
意义恐怕是，在牙膏这个问题上，消费者应该回归理
性。对于中草药牙膏以及对于许多宣称拥有五花八门功
效的功能牙膏，都不应该过于迷信，对其宣称的功效别
抱太大的希望，正常使用即可。牙膏并不是解决口腔所
有问题的法宝，它只是刷牙的辅助用品，正确刷牙远比
选择牙膏更为重要。

这次事件还暴露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那就是，迄今为止，中草药牙
膏的生产、功效、添加剂等仍然没有国家标准。目前，国内仅有一部 2012
年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工业协会颁发的行业自律性文件——《中草药牙膏
管理规范》，用以确保中草药牙膏的安全（无毒）、有效（功效评价）和可控
（定性定量），规范企业生产和市场宣传。该文件中指出，“各企业都有特有
的中草药原料和产品，因此检验方法标准先由企业自定，在各方面条件成熟
后可以通过第三方检验机构评价后上升为通用的行标、国标。”

可是，这样一部行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文件，由企业自行制定检验标
准，对中草药牙膏的生产营销行为能有多大约束力，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
问号。因此，出台中草药牙膏真正的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恐怕才是解决
问题的办法。

住家小区附近的商业中心，最近有一
家广西风味的餐馆开业，主打柳州螺蛳
粉。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开在这里
的第二家跟螺蛳粉有关的餐厅了（第一家
经营了不到一年）。

标榜正宗，未必正宗，远离八桂大
地，食材、配料能有那么地道吗？但在
京城之秋爽爽的空气中那若隐若现的酸
辣味儿，还是诱使着在广西长大“嗜
粉”如命的“吃货”晃悠进了餐厅大
门。必须承认，有些人对那酸笋味是毫
无抵抗力的。

盛着螺蛳粉的海碗端上来，配料也太
简陋了吧，才看第一眼，心里冷了半分。
少得可怜的酸豆角、三四片切得很小的叉
烧，几粒红皮花生米……相当失望！添加
了桌上的白醋和辣酱，为了不浪费粮食，
勉强“吞”下了眼前汤水寡淡的二两所谓
螺蛳粉。上当只此一回，下次绝不再进
来！

坐在餐厅的桌前消食发呆，遥想着回
味着心目中正宗螺蛳粉的味道。大碗里盛
的是滚水锅里烫好的圆粉、烫过的应季青
菜，然后依次添加螺蛳粉“标配”：酸
笋、油炸腐竹、油炸花生（广西特产的红
皮小花生）、木耳丝、葱花、香菜、萝卜
干丁或酸豆角，如果你不吃其中某种东西
要提前说……最后浇上螺蛳汤——石螺、
猪筒骨和十几种天然香料熬制成的高汤
（各家有各家的秘方），汤面上漂着红油。
店里会有个调料桌摆着酸醋、香菜、葱

花、辣椒酱之类，口味重的人可以再次添
加。从店家把粉放进大碗那一刻开始，我
就目不转睛盯着每个环节，双手接过酸香
（不喜欢酸笋的人受不了那种“香”） 四
溢的大碗，端到自己位置坐下，更是一边
美美地看着碗里的粉，一边迫不及待撕开
筷子包装……想得心里高兴，忘形地咽下
哈喇子，哎，那才是爽口提神的螺蛳粉的
最佳打开方式！

广西各种小吃不少，米粉更是品种繁
多 （统统爱吃），各地特色米粉数不胜
数，卤肉粉、海鲜粉、猪脚粉、生榨粉、
生料粉、牛巴粉、肠粉等等，能叫出名字
的米粉有上百种之多，每座城市都有一两
种属于自己的米粉，在我出生长大的南
宁，老友粉则是这里独有的名片。

春节按惯例回南方探望父母，期间以

各种理由与发小同学聚了又聚。叙旧畅
聊，美酒相伴，那些咸淡可口、色味俱佳
的餐食，不断唤起各种美好的记忆。一块
儿聚餐喝酒叙旧或者品茶畅聊，喝多了或
聊饿了，宵夜必不可少。北京晚上10点
半差不多就“洗洗睡了”，南宁的夜生活
10点半才刚刚开始。那天夜里1点多，母
校南宁二中附近的老友粉“舒记”居然还
有 100 多号等位，于是转战中山路夜市
——传说中的中国十大小吃街之一，这里
汇集了南宁，不，应该是全广西所有的名
小吃：粉饺、卷筒粉、瓦煲饭、芝麻糊、
龟苓膏……

中山路街尾的“天福香”老店找个角
落坐下，发小说这家好像就是《舌尖上的
中国》介绍过的。一碗“老友”端上来，
冷热适中，味道纯正，一群人谁都没话

了，全都埋头于自己的大碗“嘬粉”。不
错，生料都是提前洗净腌制了的，加上特
制的酸笋、辣椒、豆豉，油锅旺火一起翻
炒，再添一勺熬了一天的骨头汤，那碗老
友粉酸辣中带着点清甜的味道。

饮食讲究的南宁人，吃完米粉最多只
喝两三口汤就结束战斗，只有那种极没出
息的贪恋美味的“吃货”，会端起大碗把
汤喝得见底儿……为此我是没少承受外甥
女那鄙夷的目光，再看看也“吃干喝净”
的那几位，无一例外都是外地回邕探亲的
发小。

第二天，我兴致勃勃告诉外甥女，昨
晚我们去中山路吃老友粉了！外甥女不以
为然，甚至有些不屑地看着我，“现在去
中山路吃宵夜的都是外地人，南宁人都去
水街了，那儿的味道最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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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全方位展示博大精深中华美食文化的《舌尖上的中国》，掀起超高收视率之
后，不甘寂寞的“吃货”们顺着广西特产酸笋的诸多吃法，“翻腾”出了柳州原创的螺蛳
粉。也是在那段时间，有开公司的朋友要二次创业，选择了当时被带“热”了的柳州螺
蛳粉，作为她们“某某风物”项目广西地域特色美食进行深度开发。为了前期推广，她
们希望收集螺蛳粉的有关故事和溢美之词，我虽为她们的创业热情感染，但当时竟毫不
犹豫地婉言拒绝了。自私地认为，某地的美食，离开了那里水土养育的地道食材，离开
了那里的水和空气，离开了传统的烹饪手法，绝对失去了地道风味。而且广西人对于螺
蛳粉的那种欲罢不能的喜爱，如果被用作了某种目的宣传……很怕所谓的“趁热”挖
掘，只匆忙拿走了“皮毛”，让外省人误读了真正的美味。

美 味 可 不 可 以 私 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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