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正是毕业季， 不少大中
专毕业生都在为求职做准备，简
历是用人单位对求职者进行初步
了解的重要资料。因此，不少求职
者非常重视简历的制作， 网上代
写简历的业务也应运而生且生意
火爆。 为帮求职者打造一份漂亮
的简历， 不少商家甚至会虚构内

容，大肆造假。这样的简历真能让
求职者找到称心的工作吗？ （6月
21日《贵阳晚报》）

毕业季，也是求职季，而求职
简历算是求职成功的第一块敲门
砖， 用人单位首先会通过求职者
递交的求职简历来进行初步的遴
选。 如果求职简历这一关都过不
了， 那么自然也就不会有接下来
的求职面试、 应聘考试等等流程
了。 因此大多数求职者都会高度
重视求职简历的准备工作， 并且
尽最大限度让自己的简历看上去
光鲜一点、亮丽一点，也更加能够
吸引人一点。

这对于那些平时在校学习成
绩优秀，获得过很多奖项，有着丰
富社会实践经历的求职者来说，

当然不是什么难事， 只要在简历
中“实话实说”，即足以制作出一
份既能充分体现个人成绩， 同时
也引起用人单位青睐的简历来。
但是现实中这样的求职者毕竟只
是少数，多数人都属于“普通求职
者”的行列，没有那么多光鲜的成
绩可以罗列。

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网络
上代写简历的业务应运而生。 而
所谓的代写简历， 并不是求职者
不会写自己的简历需要花钱请人
帮忙， 而是不会在简历中弄虚作
假， 于是花钱请人对自己的求职
简历进行“包装”。

这些代写简历商家最擅长
的， 就是通过给求职者的简历进
行大肆注水、夸大其词、弄虚作假

来让简历变得光彩照人， 以达到打
动用人单位的目的。这种现象，首
先违背了社会诚信的原则， 倡导
了一种弄虚作假的风气。 其次是
损害了求职的公平公正， 一些真正
具备学历、实力和能力的人，可能
因为没有花钱找人对简历进行造
假而被用人单位排除在面试名单
之外，这显然是不公平不公正的。

但是求职简历造假现象最大
的问题， 还是在于给自己的人生
挖坑。假的终究是假的，先不说对
于经验丰富的用人单位招聘人员
来说， 完全可以凭借经验发现简
历中弄虚作假的端倪， 而且对于
一些重要岗位的人员， 还会通过
启动背景调查的方式来对求职者
进行考察， 比如联系求职者参加

活动所获奖项的组织者，举办者；
联系求职者上一家供职的公司企
业等等， 这样足以保证简历造假
现象无所遁形。

退一步说， 即便有人通过简
历造假成功“骗取”了某个职位，
但是也等于是给自己的职业道路
乃至人生道路埋下了一颗定时炸
弹，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因为各
种原因导致简历中所造的假被逐
渐曝光， 那时候面临的不仅仅是
领导的诘问、同事的质疑 ，还可
能是直接的辞退 、开除 。 我们
所处的是一个越来越重视个人
信用的社会， 更何况一个人要想
在职场取得成功， 最终靠的是学
识、 才干、 能力， 而不是薄薄的
一份简历。

■长话短说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将于7月1日正式施
行， 条例规定 “餐饮服务及配送服务， 不得主动提供
一次性餐具”。 规定引发网友热议， 有网友提出新条
例对上班族而言会不方便， 也有市民对规定表示认
可。 （6月23日 《新京报》）

□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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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境外医疗中的陷阱

■世象漫说

求职简历造假是在给自己的人生挖坑

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
需要法律保护伞

■劳动时评

重罚电商刷单
保障公平交易权

杨李喆： 在江苏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校园里有一个特殊的排行
榜， 根据学生每天垃圾分类的情
况进行积分排名。此外，学校还出
台规定， 划出6学分作为学生的
“素质教育学分”， 将每个学生垃
圾分类完成情况纳入考核。 对于
高校学子而言， 处理好自身产生
的垃圾， 既有利于个人及宿舍环
境卫生， 又能够借此养成良好的
习惯，这样的创新举措值得借鉴。

“垃圾分类”
纳入学分考核值得借鉴

吴学安： 随着生物科技的发
展，指纹、面容等个人生物信息也
被作为特殊密钥， 用于消费支付
和解锁登陆等。 人们享受着大数
据时代前所未有的便捷， 可能未
曾想到自己在网络中的所有活动
都被数字化留存， 这些数字信息
借由机器和技术的力量， 有将公
众变成“透明人”的风险。如何保
护个人信息安全？ 面对技术进步
以及信息呈几何级数增长， 立法
部门需要使法律更加具体和细
化，其反应机制也应该越来越快。

求职简历造假现象最大的
问题， 还是在于给自己的人生
挖坑。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越来
越重视个人信用的社会， 更何
况一个人要想在职场取得成
功，最终靠的是学识、才干、能
力，而不是薄薄的一份简历。

别指望下个APP能驱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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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 市民荣女士
连续接到同一条短信： “赴瑞士
进行树突细胞防癌之旅， 修复免
疫系统， 排出致癌物， 专杀坏细
胞， 防复发转移。” 难道真的可
以通过这种方法预防癌症吗？ 记
者拨打短信上的咨询电话， 负责
接线的工作人员介绍： “我们是
海外医疗中介公司， 我们有一种
治疗方法， 可以帮助人体排出致
癌物， 可以把超标癌细胞还有身
体中容易引起癌症的东西排除
掉。 通过点滴输液将致癌物、 癌
细胞代谢出去。” （6月24日 《北

京青年报》）
赴瑞士进行树突细胞防癌之

旅， 既观赏了国外风光， 又可以
排除身体里的癌细胞， 达到预防
癌症的作用， 可谓一举两得， 多
好。 可 “愿望很丰满， 现实很骨
感”， 所谓的 “排癌细胞”， 无非
就是中介公司和境外不良医疗机
构相互勾结， 打着 “树突细胞免
疫疗法防癌” 的幌子， 利用市民
一知半解和旅游防癌的心态， 精
心炮制的一个陷阱。

近年来， 境外医疗虽然很是
火爆， 实际上隐患重重， 尤其是

维权难， 由于医疗行为的发生地
在国外， 法律体系存在较大差异，
被骗的钱取证难度又大， 基本就是
打了水漂。

对于市民来说， 一定要提高
警惕， 防止落入此类陷阱， 尤其
可以适当学习一些基本医学知
识， 比如只要弄明白了 “治癌”
和 “防癌” 是两个概念， “排癌
细胞 ” 骗局就不攻自破了 。 对
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旅游管理
部门来说， 应加强对海外就医旅
游方面的监管。

□徐建中

□苑广阔

随着梅雨季节到来， 蚊虫也
开始增多。 在 “人蚊大战” 中，
人们想出了各种奇葩防蚊方法，
智能APP “唱歌” 干扰蚊子、 全
身防蚊衣、 399元 “团灭蚊” 神
器……这些方法真的靠谱吗？ 对
人体有没有害？ 近日， 记者试用
部分产品并采访专家后发现， 看
似神奇的方法， 其实很多都没有
效果 。 最传统的长衣长袖硬防
护 ， 可能是最管用的方法了 。
（6月23日 《现代快报》）

科技改变生活， 但是想借助
智能驱蚊打赢 “人蚊大战”， 恐
怕也多是一厢情愿。 据悉， APP
驱蚊媒体早有报道， 其原理就是
利用一种特殊声波来驱赶蚊子。
比如， APP发出的就是公蚊子扇

翅膀的声音 ， 可以把母蚊子赶
走。 可事实上， 实验效果并不令
人满意。 并且据专家介绍， “目
前还没有看到相关研究证明， 声
波驱蚊有效果。”

此类APP驱蚊神器缘何有市
场， 恐怕与商家的噱头宣传不无
关系。 比如， 有的发明者说吸血
的蚊子都是雌蚊子， 因为怀孕了
需要人血液中的激素和营养物
质， 而这时候它们就不想公蚊子
继续 “纠缠” 了， 而APP就是模
仿 发 出 的 公 蚊 子 扇 翅 膀 声 音
起 到 驱蚊效果 。 其实 ， 目前没
有正规的科学研究给音频驱蚊产
品的安全问题下定论， 其科学性
令人生疑。

总而言之， 别指望下个APP

能驱蚊成功。 诚如专家介绍， 最
靠谱的防蚊方法还是 “隔绝法”。
比如， 在户外， 尽量不要出没在
草丛、 河流等蚊子扎堆的地方，
以穿长袖长裤保护自己； 家庭防

蚊最好的方法就是加装纱门纱
窗， 由于蚊子有强烈的趋光性，
所以到了傍晚不要开窗 。 故此，
不妨对APP驱蚊少些不理性迷
恋。 □李雪

近日， 江苏省市场监管局
公布了江苏省互联网十大典型
案例 。 其中 ， 涉及网 络 商 家
通过伪造交易记录和虚假好
评刷单的行为 ， 占比突出 。
一 家 名 为 Ptcharm 的 贵 金 属
首饰店因为涉嫌刷单 ， 被张
家港保税区市场监管局处以
6万元行政处罚 ； 昆山贝壳
儿童用品公司因在多家电商
平台经营的多家店铺涉嫌刷
单 ， 被 昆 山市市场监管局处
以20万元罚款。 （6月24日央
视新闻）

尽管大多数网络商家都能
自觉杜绝刷单违法行为， 但也
确有部分电商大肆实施刷单行
为。 网络电商实施刷单行为，
虚构交易量， 往往能吸引更多
的消费者购买其商品。 此外 ，
网络电商刷单推高交易量， 还
容易得到平台推送， 从而获得
更大的交易量。 于是部分电商
出于利益驱动， 不惜实施刷单
违法行为。

然而， 尽管电商实施刷单
行为涉嫌违法， 但是较少有电
商因为实施刷单行为而受到重
罚。 一是部分电商平台对商家
刷单行为疏于监管， 即便发现
商家存在刷单行为， 处罚亦如
“毛毛雨”。 另外， 不少地方市
场监管部门还是习惯于对线下
交易进行监管 ， 监管的 “触
角” 较少伸至网络交易领域。
这样就导致部分网络电商不惮
于实施刷单行为， 肆无忌惮地
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 破坏公
平交易。

而像江苏部分地方市场监
管部门这样对电子商务 大 力
监管 ， 对电商实施刷单行为
依法予以重罚 ， 则有利于遏
制网络电商违法刷单行为发
生 。 在网购已经成为大多数
人的消费习惯情形下 ， 期待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都能加大
对于电子商务的监督监管力
度 ， 对包括电商刷单在内各
类电商违法经营行为依法予
以严惩 ， 以净化电子商务市
场秩序 ， 在更大程度上保障
消费者的权益免遭不法侵犯。

□魏文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