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惩治“老赖”
执行要给力

治理“李鬼大学”
监管不能缺位

■世象漫说

何旭： 上大学网与百度安全
共同发布了 《上大学网第五批
中国虚假大学警示榜 （2016年73
所 ）》。 本期虚假大学警示榜总
共揭露全国73所虚假大学， 并拟
出18条 “防治” 虚假大学的安全
防范建议办法 ， 帮助社会各界
合力围剿虚假大学 。 可以说 ，
各类虚假大学正是钻了监管的
空子 ， 在网络上招摇过市 ， 拉
人下水 。 高考马上就到了 ， 考
生在选择填报志愿时， 一定要擦
亮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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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鸵鸟政策”

■有感而发

童其君： 由于欠债， 某公司
法人王东 （化名） 上了三门峡市
湖滨区法院的失信 “黑名单 ”，
这时候他正在南极旅游， 于是他
买不了返程机票， 被 “困” 在南
极了。 王东只得抵押了公司三套
房产， 又支付了30万元执行款，
才得以从黑名单上暂时除名， 终
于可以买机票回国了。 解决执行
难关键要做到老赖上黑名单受限
应成执行常态。 要避免 “你上你
的黑名单， 我赖我的钱款账” 的
尴尬再次上演。

■每日观点

□徐剑锋

别让“网络排行榜”成为捞钱工具

细数 “网络排行” 的几
宗罪 ， 从本质上说 ， 玩的
就是 “有钱能使鬼推磨 ”
的肮脏把戏 ， 不仅破坏了
正常的网络生态环境 ， 而
且也是对现实消费秩序的
一种迫害 ， 所衍生的各种
负面效应不容小觑。

中国互联网协会、 国家互联
网应急中心17日联合发布的 《中
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状况及其安全
报 告 （ 2016） 》 显 示 ， 2015年
我 国 感 染 移 动 互 联 网 恶 意 程
序的境内用户高达 1 ．74亿 ， 移
动网络安全不容忽视 。 （ 5月
19日新华网 ）

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
跳！ 1.74亿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
字， 意味着每个手机用户都可能
成为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的受害
者。 消除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危

害， 拷问网络安全如何补救。 报
告显示， 2015年， 国家互联网应
急中心累计通知302家应用商店、
云盘、 网盘或广告宣传网站等平
台通报恶意APP事件1.7万余起，
要求对通报的恶意APP进行下
架， 全年下架率达97.2%。

当务之急是如何打好防范恶
意程序危害漏洞的补丁。 一方面
是打好法律补丁 ， 通过立法形
式 ， 规范软件开发行业有序竞
争， 对于APP开发不能再放任自
流， 必须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加以

规范。 一方面， 打好技术补丁，
软硬件设计中无意造成的漏洞和
有意安插的后门等对网络安全形
成了潜在威胁， 必须通过高科技
运用技术不断升级版， 来消除漏
洞和后门， 同时网络安全部门应
该加强对网络的安全监管和对
“恶意程序” 的有效监控， 堵塞
各种漏洞 。 对于利用 “恶意程
序” 实施犯罪的依法严厉打击。
绝不能让 “恶意程序” 这个可怕
的敌人危害公共网络安全。

□吴玲

APP学习软件
关键看如何使用

“上网查查， 货比三家”， 互
联网时代， 这已经成为一种消费
者习惯。 而 “乱花渐欲迷人眼”，
金钱角逐的 “十大品牌”， 人为
操控的 “畅销热榜”， 花钱运作

的 “销售排行” ……网络收费信
息泛滥， 令人真假莫辨， 不仅让
消费者无所适从， 更破坏了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 。 一些所谓的
“品牌榜 ” “畅销榜 ” “信誉
榜 ”， 已沦为变相捞钱的工具 ，
编织出一个个 “消费陷阱”。 （5
月19日 《人民日报》）

数据造假， 花钱打榜， 刷榜
上位， “网络排行” 竟然乱到如
此地步， 上当受骗的绝非个案。
在这背后， 必然要追问关于公共
监督更深的真相。

细数 “网络排行 ” 的几宗
罪， 从本质上说， 玩的就是 “有
钱能使鬼推磨” 的肮脏把戏， 不
仅破坏了正常的网络生态环境，

而且也是对现实消费秩序的一种
迫害， 所衍生的各种负面效应不
容小觑。

从报道上看， 无论是金钱角
逐 “十大品牌”， 还是花钱运作
“销售排行”， 一些商家明知不靠
谱、 失公信， 但为何仍会趋之若
鹜？ 毫不讳言， “网络排行” 的
背后， 不仅暗藏着互惠互利的利
益关系， 而且交织着复杂矛盾的
攀比心理。 只要看个例子， 足以
窥见一斑： 北京某男科医院竞价
带来的 “患者 ” 占医院年到 诊
量 的 30%－40% ， 而 一 家 医 院
每 年 的 推 广 费 用 达 到 8000 万
元 。 一 些 网 站 与 不 良 商 家 沆
瀣一气 ， 混淆是非， 弄虚作假，

愚弄公众， 赚的是昧心钱， 身上
流淌着的是不道德的血液。 其所
暴露的， 不只是道德沦丧甚或奸
商便能概括， 更击中了整体商业
伦理失范这个痼疾。

按理说， “网络排行” 乱象
丛生 ， 应该被监管部门追究责
任。 但问题在于， 一方面， 在目
前的法律规范下， “网络排行 ”
的商业模式与法律并不冲突 ，
仍 然 不 能 对 其 进 行 禁 止 ； 另
一 方 面 ， “ 网 络 排 行 ” 的 乱
象 不 是 现 在 才 有 ， 也 不 会 只
做 一 锤 子 买 卖 ， 无 论 是 工 商
还 是 网 络 监 管 部 门 ， 有 必 要
在 履 职 范 围 内 做 好 两 方 面 的
工作 ： 一是风险提示， 二是专

业打假。 遗憾的是， 规则缺失、
执法乏力， 不仅放任了消费安全
风险的发生， 而且疏于监管又怎
会不徒留后患？

依法治网， 才能斩断 “网络
排行 ” 的灰色产业链 。 于此而
言， 辅以明确的行业规则和法律
约束已成为绕不过的当务之急，
不仅要在法律中明确 “网络排
行” 的权责关系， 拿出市场化的
监管办法， 防止网站为利所动、
为权所用、 为黑所控， 还应进行
常态化治理， 让高压严打态势成
为监督惯性。

一言以蔽之， 谁该紧盯乱象
丛生的 “网络排行”？ 这个问题
也许比榜单本身更值得思考。

近日， 安徽淮南市大通区法院副院长当庭传书致
休庭一事引起舆论哗然， 当事副院长涉嫌利用职权干
预司法的行为备受争议。 当事人一直不接受媒体采
访， 更不对自己的做法、 初衷作出说明回应质疑， 这
种把头埋起来假装听不见舆论的 “鸵鸟政策”， 同样
是对法治精神的极大伤害。 （５月１９日新华网）

□老笔

近日， “女教师被陌生男拖
拽” 的消息在山东省青岛市人们
的朋友圈热传。 这条微信消息显
示： 一名年轻女教师， 在公交车
站遭遇一名陌生男子拖拽 。 随
后， 三男一女四名学生施援手，
组成 “人墙 ” 挡住了拖拽的男
子。 记者随后调查得知， 援手的
李铭等四名学生在青岛42中上初
二。 （5月19日 《齐鲁晚报》）

在人们感叹人心与社会越来
越冷漠的当下， 李铭等四名初中
生， 能够不畏陌生男子的强势与
粗暴， 毅然挺身而出， 为一个同
样陌生的年轻女子组 “人墙 ”、
伸援手， 其行为明显已经是一种

见义勇为。 李铭等四名初中生，
其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助人为乐精
神， 关爱他人、 伸张正义、 热爱
生活等品质， 同时也是值得我们
欣喜、 肯定、 点赞与学习的。

公共场所相关安全事件频
发， 这需要李铭等热心学生、 热
心人等的参与和维护， 但明显更
需要相关公共安全管理部门加强
防范、 做好相关保障工作。 比如
公交车上有 “色狼”， 司机、 售
票员等责无旁贷； 比如在青岛 ，
如 果 公 交 站 台 等 处 ， 能 够 有
相 关 保 安 ， 或 者 有 较 强 的 巡
警 巡 查 等 力 量 ， 年 轻 女 教 师
遭 拖 拽 的 事 情 ， 就 有 可 能 得

到 及 时 阻 止 ， 甚 至 可 能 就 可
以避免……

据媒体记者调查， 就在青岛
此次事发地点， 两周前曾发生过
类似的事件。 这明显是催人反思

的： 四名初中生救了一个年轻女
教师， 但其终究无法成为公共安
全的最佳、 最大保障， 至少不能
单靠 “李铭们” 的热心与力量。

□刘鹏

防范恶意程序侵害刻不容缓

“人墙”救人，点赞同时更需反思

在温州读小学三年级的皮
皮 ， 因为学习需要 ， 在妈妈
黄女士的手机安装了5个APP
学习软件 。 这些软件都是班
上的老师推荐安装的。 本来，
黄女士觉得这种学习方式还
挺好的， APP上的学习材料图
文并茂 ， 孩子做作业也专心
了许多 。 可很快 ， 她就觉得
不对劲 ： 皮皮对这些学习软
件着迷了 ， 为了刷排名甚至
半夜爬起来做题。 （5月19日
《钱江晚报》）

网络时代， APP软件已经
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 ， 教 育 领 域 亦 不 能 “ 幸
免”， 使用APP布置作业也是
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对此，
我们应该理性客观地认识APP
学习软件， 其作为一种工具，
是中性的 ， 好坏利弊关键看
人们如何使用它 ， 运用得当
定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学习型APP风起云涌， 必
有其可取之处。 APP布置作业
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教学方式，
是一种有益尝试 。 当然 ， 任
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 学习型
APP显然也不可能十全十美 。
如有些孩子自控能力差 ， 过
多使用手机有损眼睛健康 ，
还会对电子产品产生依赖性。
有些孩子为了获得更高排名，
专挑一些低年级的题目来做，
或者重复做某一单元的题 。
诸多隐忧 ， 让学习软件似乎
由 “助 学 的 天 使 ” 变 成 了
“坑学的妖魔 ”， 让部分家长
操碎了心。

因此， 对学习型APP亦当
趋利避害 。 一方面 ， 教育部
门可以与相关软件公司合作，
对APP学习软件进行技术升
级 ， 让家长可以设置软件学
习时长 。 另一方面 ， 学校和
家长要合理引导。 APP学习软
件作为辅助性教学工具 ， 不
宜占用学生太长时间 ， 教师
布置作业应适量 。 家长也要
多与孩子互动 ， 亲子交流是
任何 “助学神器 ” 都无法替
代的， 家长不能有了APP， 就
弱化了对孩子的监管。

□范佳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