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想在国庆出游期间避
免掉进陷阱， 落入套路 ， 除
了需要我们事前做好一些旅
游攻略 ， 对自己所要游览的
地方多些了解之外 ， 避免信
息不对称之外， 最关键的还
是不要有贪图便宜或省事的
心理， 而且通过正规的途径
购买门票， 通过正当的渠道
游览景区景点。

从翻身解放， 到承包土地迅速增收； 从全面取消农业
税， 到深化农村金融体制创新……日月轮转， 地覆天翻。
70年来， 农民的生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他们腰间的
钱袋子最有发言权。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 农民的收入出
现了显著的增长， 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高， 实现了从
贫穷到总体宽裕的历史性跨越。 （9月23日 新华社）

□老笔

■网评锐语

钱袋子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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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超龄农民工权益保障亟待完善

十一出游谨防贪小利入套路

期待主旋律大片
激发国人爱国热情

■今日观点

斯涵涵 ： 今年10月1日 ， 由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
《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 》
将正式实施 。 孩子是民族的未
来， 儿童在网络上的信息安全，
不仅关乎儿童个人的健康成长 ，
更关乎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 ，
全方位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是全体公民的社会责任 ， 全社
会要织密儿童网络信息安全保
护网。

织密儿童网络信息
安全保护网

天歌： 国庆档还未到来， 很
多人已经捂不住自己的钱包了 。
《我 和 我 的 祖 国 》 《攀 登 者 》
《中国机长》 三部主旋律大片强
势到来 ， 预售票房已超过2亿 ，
不管是题材还是阵容， 都称得上
是 “顶配”。 其实谁的票房夺冠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观
赏电影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激发
出对祖国的热爱， 并且愿意以一
个普通人的身份 ， 做好本职工
作， 成就自己的事业， 在成就自
我的同时向国家 “献礼”。

“有些工地上的超龄农民工
估计得占到一半以上。 现在到哪
找年轻工人？ 工地上也不想使用
这么多的‘老人’，是没有办法。”9
月22日， 对于工地上存在不少超
龄农民工的现象， 长年在建筑业
做工程承包商的邹奎（化名）感叹
说。近年来，不仅是建筑行业，在
环卫、保安、家政等劳动密集型行
业，都存在不少超龄农民工。（9月
26日《工人日报》）

面对超龄农民工权益保障问
题，有媒体曾指出，鉴于当前各地
规定不统一， 急需国家层面出台

统一的法律规定。其实，这很有必
要。唯有法规更为具体，一则对于
用人单位来讲才会拿捏住依法用
工的尺度； 二则对于劳动者才能
挺直腰杆干活挣钱； 三则劳动用
工监管才会更有力度， 对不法用
工行为也才会实现精准处置。

在这方面江苏的做法就值得
肯定。据报道，2017年7月，江苏省
仲裁委经征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
院相关业务庭意见，通过的《江苏
省劳动人事争议疑难问题研讨会
纪要》提出，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
已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

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
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 双方
之间用工情形符合劳动关系特征
的，应按劳动关系特殊情形处理。

当然，法律的保障是一方面。
同时， 应该为这些超龄农民工提
供更加多元的就业渠道。比如，一
些地方正积极引导农民工“返乡”
“家门口就业”， 一些地区通过脱
贫攻坚行动，在县、乡镇、村设立
一些服务性、 公益性岗位并向一
些年龄较大的农民工倾斜，这些均值
得称道和借鉴， 家门口就业机会多
了，也才能少些背井离乡。□李雪

马上要到国庆节假期了， 你
的出行计划安排上了吗？ 先帮大
家回忆一下， 去年国庆节期间，
被泰山上人山人海的游客支配的
恐惧： 要提醒大家的是， 游览人

多不可怕， 可怕的是， 花了钱你
可能还去了一个 “假泰山”， 或
者是其他的 “假景区”、 “假景
点”。 （9月26日澎湃新闻）

国庆长假马上就要来了， 虽
然对于现在的老百姓来说， 在如
何度过国庆假期上有了更多元化
的选择， 但是毫无疑问， 利用这
七天假期外出旅游、 度假， 仍旧
是多数人的共同选择， 仍旧是国
人欢度国庆假期的主流。 而在外
出旅游度假的过程中， 如何避免
上当受骗、 陷入各种旅游和消费
陷阱，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也
就成了每个人的 “必修课”。

山东泰安警方近日查获的一
起诈骗游客案件， 就很具有典型
性和代表性。 违法人员以不用买

门票、 抄近路等为诱饵， 以低廉
的 “带路费” 把人生地不熟的游
客带到一些没有经过建设和规
划， 同时也免费的地方游览了一
遍， 就说是已经游览了泰山。 游
客直到被送回了宾馆， 才发现自
己应该是上当受骗了 。 还有一
种情况， 则是一些景区附近的居
民 ， 依靠自己对地形熟悉的特
点， 收取比景区正规门票少很多
的费用， 然后带领游客逃票进入
景区。

对于第一种情况， 游客虽然
少花了钱， 但是游览的地方根本
就不是正规的景区景点， 只能说
游览了 “假景区 ” “假景点 ”，
自身权益自然难以得到保障。 而
对于第二种情况， 游客虽然通过

抄近路 、 逃票的方式进入了景
区 ， 但这种行为首先是不诚信
的， 也是损害景区利益的。 其次
需要警惕的是， 以这样的方式进
入景区， 一旦被查获可能会面临
处罚不说， 而且景区的门票一般
都包含了保险的费用， 游客如果
在 景 区 内 游 览 发 生 了 意 外 事
故 ， 可以得到相应的赔偿 ， 但
是通过逃票进入景区， 一旦发生
意外事故， 只能一切后果由自己
来承担。

要想在国庆出游期间避免掉
进陷阱， 落入套路， 除了需要我
们事前做好一些旅游攻略， 对自
己所要游览的地方多些了解之
外， 避免信息不对称之外， 最关
键的还是不要有贪图便宜或省事

的心理， 而且通过正规的途径购
买门票， 通过正当的渠道游览景
区景点。 所以说， 当你到达某个
景区景点， 如果有人以可以买到
优惠票， 可以带你从小路逃票进
入景区， 最好还是不要理会， 敬
而远之的好。

由于国内一些景区景点都是
和当地居民的生产、 生活区域重
叠交织在一起的， 所以一些当地
居民就从中发现了 “商机”， 乃
至形成了一条地下产业链， 这也
是 “黑导游” “野马导游” 滋生
的温床。 尽管旅游关键部门会对
这种现象给予遏制和打击， 但是
游客显然也要多些自我防范意
识， 避免因小失大， 导致自身权
益受损。

■有话直说■每日图评

匪夷所思的
朋友圈“精装修”

“刷脸支付”时代，安全“防火墙”需筑牢

□苑广阔

近期 ， 刷脸支付频受关注 ，
市场规则远未明确， 但巨头补贴
大战已经打响。 业内专家认为，
刷脸支付是移动支付的趋势， 未
来几年或将呈爆发式增长。 随着
对商户和用户消费习惯的培养，
预计未来三到五年， 二维码和刷
脸支付市场份额可能达五五开。
刷脸支付从诞生起就备受争议，
其安全问题始终是绕不开的话
题。 （9月25日中新网）

电子支付是互联网经济的核
心技术之一， 自推出以后， 经历
了多次迭代升级， 诸如电子银行
支付、 扫码支付、 指纹支付、 语
音支付、 无感支付等， 技术进化
的步伐非常快， 如今又升级到刷

脸支付。 现在， 支付巨头开启补
贴大战， 全力推广 “刷脸支付”
模式， 说明刷脸支付进入成熟应
用阶段， 被商家和专家看好， 希
望能够通过促销推广活动， 提高
普及率， 让消费者普遍接受。

目前， 人脸识别技术已经成
熟，并在很多领域得到应用，诸如
打卡、支付、身份验证、追查犯罪
等， 在商家宣传及媒体报道的影
响下，逐渐被大众所了解。 不过，
刷脸支付技术需要采集用户的脸
部特征， 涉及到用户的众多敏感
信息， 加之刷脸支付与用户银行
账户捆绑， 支付场景可能存在安
全隐患， 很多用户担忧发生敏感
信息泄露、被盗刷等问题，给自己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困扰， 于是
保持疑虑、 观望的态度。

监管部门要高度警惕 “刷脸
支付” 技术应用的衍生问题。 毕
竟人脸数据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资
源， 涉及面广、 影响程度深， 一

旦发生泄密、 盗刷等事件， 会造
成难以想象的损失。 因此， 监管
部门需尽快组织技术专家， 对人
脸识别、 AI换脸、 刷脸支付等技
术深入研讨， 建立信息安全 “防
火墙”。 □江德斌

■世象漫说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 乍
看媒体报道 “朋友圈 ‘精装
修’” 还不知所云 ， 及至弄明
白了， 又感到匪夷所思———做
人虚荣至此， 还有多少真实可
言？！

所谓朋友圈 “精装修 ” ，
是指在网上花点钱买来若干相
关图片和短视频， 借以在自己
的社交朋友圈里秀高端、 晒品
味 、 炫财富 ， 打造虚假 “人
设”。 譬如， 买几张网红餐厅、
酒吧、 咖啡馆、 演唱会、 艺术
展等照片， 晒到朋友圈， 俨然
“文艺青年”。

花钱打造虚假 “人设” 的
都是什么人呢 ？ “业内人士 ”
说， 主要是微商从业者、 有虚
荣心的网友以及抱有吸引异性
心理的年轻人 。 据说 ， 由于
“生意兴隆”， 这买卖已悄然形
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在这个问题上， 卖素材的
商家唯利是图自不必说， 微商
从业者假造职业致富形象， 试
图让潜在的消费者对其生活方
式产生艳羡、 认同， 进而对其
产品产生信任， 也基本属于商
家套路， 不说也罢。 想质疑的
是， 那些出于虚荣心理或试图
以此吸引异性的年轻人， 为什
么不想一想， 这条路根本走不
通， 而且有风险呢？

不错， 在社交媒体日益发
达的今天 ， 越来越多的人相
识， 彼此第一印象大多是通过
社交朋友圈获得。 于是有人刻
意打造高品质的生活状态， 以
求关注。 问题是， 只想作作秀
也就罢了， 如果真心交朋友 ，
总要离开媒介 ， 直接面对面 。
那时节 ， 还能 够 继 续 “装 ”
吗？ 一旦打破 “面具 ”， 结果
不必多言了吧？

此外 ， 朋友圈 “精装修 ”
的大部分素材都是卖家通过网
络搜集整合的， 存在侵犯知识
产权的法律风险； 使用他人头
像的图片， 更涉及肖像、 隐私
权。 因此， 精明的卖家会事先
发布免责声明 ， 意在转嫁责
任。 图虚荣的年轻人是否想到
这一点？ 为了虚荣可能 “吃官
司”， 太不值了吧？

□一刀 （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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