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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有感而发

关育兵： 当前， 号称花一元
就能博得价值几千元甚至几十万
元商品的 “抽奖式购物” 平台风
靡网络， 已形成千亿元的市场。
媒体记者调查发现， “一元购”
存在开奖暗箱操作的可能； 有的
网民在 “一元购 ” 平台输掉近
300万元。 有关人士认为， “一
元购” 涉嫌非法博彩， 应尽快明
确如何监管 。 面对出现的新情
况、 新问题， 政府要及时督促相
关部门主动作为。

对老人精准帮扶才能实现普惠保障

■每日观点

□侯 坤

揪出内鬼挖出个人信息泄露源头
揪出行业内鬼， 就如同挖

出了个人信息泄露的一个重要
源头， 全力堵住这一个人信息
安全的大窟窿， 将有助于公民
个人信息安全得到更好保护。

禄永峰： 近日， 不少银川市
民的微信朋友圈都被这样一条信
息刷屏： “从今天起所有的公交
站台前后50米禁止社会车辆停靠，
包括上下客即走， 一旦被拍最高处
罚1000元！ 移动公交电子警察通过
3G无线图传进行实时交通违法抓
拍， 一般连续抓拍3张， 合成后加密
无线发送到交警局后台， 经人工核
实后， 录入违章系统。” 对于该信
息， 银川交警郑重回答： 纯属谣
言！ 信息时代辟谣， 不妨快些再
快些， 相关部门要把辟谣工作做
到谣言疯狂传播的前面。

“办证难”
近日，因不动产登记环节“肠梗阻”，河南省

会郑州市多次出现“买房人得不到房、卖房人得
不到钱”的尴尬局面：诺大一个郑州市，28天仅
发出42份不动产权证书；有的人借着高息贷款，
每月还近5万元利息； 有的人买二手房4个多月
了还交不了房。郑州“不动产登记难”，已经引发
二手房购买者恐慌，并引起网友的强烈关注。（9
月25日新华网） □朱慧卿

北京市拟对老年人实施分类
保障 。 市老龄委发布公告 ， 就
《关于加强老年人分类保障的指
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
集社会意见。 老龄委表示， 分类
保障可以避免平均发力， 实现精
准帮扶， 真正把有限的资源用在
刀刃上。 (9月26日 《北京晨报》)

对老人实行精准帮扶， 如同
是对贫困群体实行精准扶贫， 这
有别于以往的 “粗放式 ” 的帮
扶， 而可算是一种 “精细化” 帮
扶 ， 是老年人帮扶政策的一次
“提档升级”。 如果像以往对于老

人实行简单的 “一视同仁” 的帮
扶 ， 就没有顾及老人的不同境
况， 虽同为老人， 但相互之间却
可能有着千差万别。 比如有的人
虽进入了老龄， 但他 (她) 精神
矍铄、 身体健康， 完全可以做到
自理， 有的老人或完全或部分丧
失了生活自理能力， 有的老年人
则体弱多病， 他们需要予以特殊
照顾。

对老人进行精准帮扶， 实施
分类保障， 是根据老人的现实情
况， 进行区别对待， 从而能尽量
让所有老人 “一个都不少” 地安

享晚年， 实现普惠保障。 北京的
做法值得各地的借鉴 ， 要实现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需要从撒
胡椒面式的平均发力走向精准帮
扶 ， 这 才 能 更 好 地 发 挥 兜 底
救 急 作用 。 不过对老年人实施
精准帮扶， 将更考验相关部门的
帮扶能力。

同时， 对于精准帮扶， 需要
做到全程公开透明 ， 请公众监
督， 相关部门也要加强对帮扶过
程 的 监 管 ， 对 于 不 作 为 、 乱
作 为 的行为要能依法依纪予以
严厉追责。 □戴先任

应普及火灾逃生自救常识

信息时代辟谣
不妨快些再快些

“联合惩戒机制”
让老赖寸步难行

近年来，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高发频发， 而网络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犯罪为诈骗分子实施诈骗提
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记者近日
从公安部获悉，5个月来全国公安
机关打击整治网络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犯罪 ，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3300余人，其中包括行业“内鬼”
270余人。 （9月26日《新京报》）

何为内鬼？ 他们利用职务之

便非法搜集整理公民个人信息，
而后转卖获利。 内鬼是个人信息
泄露的主要源头， 没有内鬼的非
法收集，就没有后续的非法转卖、
传播、利用，因此内鬼尤其可恨。

没有内鬼， 侵犯个人信息犯
罪的犯罪链条就没那么容易形
成。 侵犯个人信息犯罪有三个必
要环节： 泄露、 倒卖、 利用。 其
中， 第一环节公民个人信息泄露
的原因何在 ？ 有一少部分情况
是 ， 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意识不
强， 不查之下将个人信息泄露给
了不法分子 ， 而更多的情况则
是， 公民只是将个人信息应用于
正常用途， 却遭到隐藏在部门行
业内部的内鬼的收集倒卖， 从而
导致了个人信息泄露。 可见， 内

鬼是个人信息犯罪中非法获取信
息的重要源头， 正是他们的存在
为侵犯个人信息犯罪提供了最基
本的犯罪基础。 试想， 如果这些
内鬼都能被依法查处， 不法分子
失去了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要
渠道， 必然导致犯罪链条断裂，
犯罪活动难以为继。

没有内鬼， 侵犯个人信息犯
罪的犯罪成本不会这么低廉。 不
法分子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
多样， 但无论是设圈套利诱公民
暴露个人信息， 还是利用技术手
段攻破个人信息数据库， 其犯罪
成本都相对较高， 犯罪风险也相
对较大。 而通过内鬼来买卖公民
个人信息， 无疑是最为安全也最
为成本低廉的方式。 因为， 内鬼

不需要下本钱利诱， 也不需要下
力气攻坚 ， 只需要利用职务之
便， 就可以公然窃得大量公民个
人信息， 其犯罪过程极为容易、
极为隐蔽， 成本自然也更小。

没有内鬼， 公民对侵犯个人
信息犯罪就不会防不胜防 。 当
前 ， 侵犯个人信息犯罪日益猖
獗， 公民对个人信息安全越来越
重视， 这种警觉性的提高， 使得
传统地从公民手中直接诱骗、 盗
取个人信息等方式变得困难重
重。 然而， 行业机关中的内鬼的
存在， 却使得公民的防范意识无
从发挥， 显得对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犯罪防不胜防。 这是因为， 内
鬼们借工作之便， 有十分正当的
理由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至于获

取后如何保管利用， 公民无力对
此进行关注辨别。 所以， 内鬼犹
如一个化身成天使的魔鬼， 利用
行业的信誉和公民的信任为非作
歹， 轻易就可以击破公民的防范
措施， 尤为可恨可憎。

我们不能说肃清了行业内
鬼， 就可以完全遏制侵犯个人信
息犯罪， 但至少没有了内鬼的接
应， 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犯罪链
条就难以完整， 犯罪成本可能呈
现上涨趋势， 公民也可以更妥善
地防范个人信息外泄。 揪出行业
内鬼， 就如同挖出了个人信息泄
露的一个重要源头， 全力堵住个
人信息安全的这一大窟窿， 将有
助于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得到更好
保护。

昨日上午， 在海淀公安分局
的组织下， 100多名网友走进海
淀采石场路消防中队， 参观国内
最先进的消防车， 观看消防战士
高空技能表演， 还亲自体验火灾
逃生， 警用装备的使用。 能够近
距离感受消防官兵的生活， 让海
淀网友们非常兴奋。 （9月26日
《北京青年报》）

遇到火灾应该怎么逃生？ 如
何判断火势？ 当火灾发生在自己
所处楼层之上该怎么办？ 对于没
有经过火灾逃生自救培训的人来
讲， 一旦遇到火灾， 很有可能就
懵圈了。 诸多的火灾教训让我们
不寒而栗， 有慌不择路， 跳楼而

亡的。 有盲目追随别人， 而进入
危险区域， 最终被浓烟窒息而死
的。 有不知所措， 向着光亮处逃
生， 造成拥挤、 踩踏而毙命的。
这一切， 告诉我们， 掌握火灾自
救常识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它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安
全和家庭幸福。

海淀采石路消防中队邀请
100多位网友走进消防中队， 体
验火灾逃生， 学习消防设备的使
用方法， 意义重大。 首先， 通过
在消防队学习体验火灾逃生方
法， 就可以基本掌握逃生的正确
方法。 一旦遇到火灾， 就可以沉
着冷静， 根据火势， 选择最佳自

救方案； 其次， 经过火灾逃生自
救培训的网友， 可以将体验的内
容通过网络传播出去， 用自己的
亲身体验告诉更多的人， 在遇到
火灾时 ， 如何逃生和自救 ； 再

次， 通过体验， 可以提高人们的
防火意识， 特别是掌握安全使用
电器、 煤气灶等方面的知识， 建
立 健 全 防 火 措 施 ， 预 防 火 灾
的发生。 □许庆惠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近日印发 《关于加快推
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 警
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 要
求加快推进对失信被执行人跨
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
建设， 构建 “一处失信， 处处
受限” 的信用监督、 警示和惩
戒工作体制机制。 这一全方位
的惩戒机制将使得 “老赖” 们
评先受奖从业 “处处受限 ” 。
（9月26日新华网）

长期以来， 由于部门之间
缺乏信息共享， 防欠薪惩戒欠
薪在思想上很难形成的共识 ，
在行动上不能形成拳头 ， 很
难发挥威力 。 如今 “协同监
管和 联合惩戒机制 ” 的建立 ，
实行联动惩戒 “互动 ”， 对于
老赖来说 ， 是惩 戒 失 信 的 尚
方宝剑 。

古语云 ： “人无信不立 ，
家无信不睦， 业无信不兴， 国
无信不宁。” 一个人的诚信行
为， 一个企业的诚信行为， 很
大程度上关乎着个人的信用 ，
企业的生死， 甚至是整个社会
的诚信度。 常言道： “金能丢
银能丢， 诚信不能丢。” 现代市
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 信用是
市场经济的生命， 是社会健康
发展的根基。 如今， 信用在社
会 生 活 中 的 作 用 愈 显 重 要 。
据统计我国每年因失信付出了
6000个亿的代价， 这是多么惨
重的教训 。 失信所产生的累
积效应、 扩散效应、 负面效应
是巨大的 。 经济学家吴敬琏
说过， 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
生命， 诚信是企业生存发展的
必备要素。 现实的社会经济生
活中， 诚信总是与失信、 无信
共存。

联合惩戒机制治老赖这招
灵， 但是联合惩戒老赖， 关键
在于做好 “互动” 文章， 不能
各行其是， 而是相会配合， 通
过信息互联网 ， 做好各自的
衔接和惩戒工作， 切实形成一
张网， 一条高压线， 让恶意欠
薪的老赖 “一失信而千古恨”，
无立足之地 ， 最终被市场所
淘汰 。

□吴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