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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热 点 时 事 ，论

人生百态。《杂谈》与

您 每 周 相 约 ，聚 焦 当

周 热 点 事 件 ，呈 现 同

一 事 件 下 那 些 见 思

想、见风采、见个性的

精彩观点。

同 时 ，每 周 还 将

在本报新浪官方微博

（@三亚日报）发布当

周聚焦事件，征集读者

观点。如果您关心时

事、如果您有独特的见

解，请加入我们，让思

想在这里碰撞，让智慧

在这里交融。

除了骗子，不在法庭之上的人
就无辜吗

人们总是基于信任或是出于规则，
才向有关部门和供职机构提供个人信
息的，因为信任你，才将我的个人信息
甚至隐私交与你保管。就像我们去乘
车或是坐飞机，我们寄存行李，如果行
李丢失了，机场和车站能说这与我无关
吗？区别无非一个是有形的寄存处，一
个是无形的储存器。试想，徐玉玉已经
用生命付出了代价，审判了骗子并没有
一了百了。

任何问题都应该从源头治理，在未
来新的技术和新的业态出现时，必须要
有新规则及时跟上、规范监管，才能从
根本上防犯类似事件的发生。新的问
题要用新的进步来解决，我们不可能退
回到纸质的旧时代。

（陈江 评论员）

备受关注的“徐玉玉被电信诈骗案”迎来关键节点。6 月 27 日，山东省临沂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当日上午 9 时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陈文辉、郑金锋、黄进春、
熊超、陈宝生、郑贤聪、陈福地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案。

愿“徐玉玉案”后再无类似悲剧

惟愿“徐玉玉式悲剧”
不再发生

治 乱 需 用 重 典 。 毫 无 疑
问 ，法 律 是 个 人 隐 私 的“ 守 护
神”，用法治的方式严肃惩治个
人信息犯罪，斩断黑色利益链
条，是必然也必须之事。

维护个人信息安全不是一
个人的战斗。正如有人所言，
在个人信息安全这个系统工程
里，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
任何一个协同部门“慢半拍”，
都 会 让 整 个 协 同 机 制 的 作 用

“打折扣”。身处大数据时代，
除了不断以协同作战实现全链
条 防 护 ，升 级 我 们 的“ 杀 毒 软
件”，别无他法。惟愿“徐玉玉
式悲剧”不再发生。（濂溪 评论
员）

希望“徐玉玉案”后
继续扩大战果

我们看到，“徐玉玉案”之
前，电信诈骗肆虐已有好些年
头，业已形成一条分布极广的
黑色产业链，且呈现专业化、团
伙化、地域化趋势。一些地方
居然出现“电信诈骗村”，电信
诈骗成为当地心知肚明的地下
产业。公众对这个社会毒瘤意
见很大，管理部门也积极应对，
频频出台治理措施，但电信诈
骗并没有被“吓住”，直至徐玉
玉付出生命代价，对电信诈骗
的罪恶进行无声控诉，事情才
迎来重大转机。

现在的诈骗电话确实比以
前少多了。乘胜追击，扩大战
果，管理还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从 法 律 到 技 术 都 要 进 一 步 夯
实，不给骗子任何机会。

（练洪洋 时评作者）

反思徐玉玉案
别止于不再上演

思徐玉玉案别止于不再上
演。即便徐玉玉案的发生能够
换来风和日丽，能够防止类似
案件的再次发生，其代价也太
大了一点。更值得警醒的是，
在新时势下，面对新型犯罪的
发生，如何通过大数据等技术
的应用，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
间 防 范 ，第 一 时 间 打 上 补 丁 。
回首往昔，不胜枚举，当初如果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的徐
玉玉应该坐在明亮的大学课堂
上课吧？

（毛建国 时评作者）

“徐玉玉案”注定要成为推动个人信息保护的里程碑事件。该案当时即引发群情激
愤，不仅公安部挂牌督办，更推动多方面不断进步。比如几大运营商纷纷加快电话实名
制的步伐。

最关键的是从严从快打击电信诈骗

如何记住“徐玉玉案”的教训，最关键的是
从严从快打击电信诈骗。如何治理电信诈骗，
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考验着各部门的协调管
理能力。有关部门不仅要加大对直接参与诈骗
的犯罪分子的打击，依法把诈骗犯罪嫌疑人送
上被告席上的同时，也要让那些贩卖、盗取、泄
露个人信息的嫌疑人送上被告席。

国家、省、市公安部门、电信、银行和第三方
支付等相关部门联动形成统一平台，通过信息
共享机制，形成合力打击电信诈骗的网络，增
强打击电信诈骗的效果。一旦发生电信诈骗案
件，要追踪彻查其源头，对失责企业单位的负
责人进行问责。另外，一旦发现可疑人员或犯
罪线索等，便果断出手，将诈骗分子悉数捉拿
归案，只有动真碰硬，才能会使电信诈骗乱象
不再频繁发生，只有釜底抽薪，才能让徐玉玉
的悲剧不再重演。

（胡建兵 时评作者）

提防更多的“高考骗局”

提防更多的“高考骗局”，首要切
入点是考生及其家长，应对他们发出
足够提醒，必要的时候由校方组织专
题行动，通过教育局发布通知等，对
于可能存在的漏洞环节加以说明。
其次，家长们应该加强自主学习，擦
亮眼睛，稳定心态，破除“内部指标”

“内部计划”等常识错误，特别是一些
家长要矫正“走后门”“买答案”等投
机心理。再者，应该强化公共服务，
如优化查分服务，使铺天盖地的“虚
假查分网址”无所遁形，对官方网站
信息加强技术核验，使考生的分数只
能考生查，考生的信息只能由考生和
招录方知晓等。最后，高考诈骗往往
有产业链的特点，为广大考生竖起一
道强大、有效的“防火墙”。

（扶青 时评作者）

“熊家长”

又有熊孩子出来捣乱了。近日，在途经
嘉兴南站的高铁上，几个孩子在车厢玩闹，有
位男士实在受不了，提醒家长们管一管。没
想到，孩子的父母火气很大，一位年轻妈妈还
动手“赏”了他一巴掌。

说说熊孩子背后的熊家长

其实，孩子没有不“熊”的，他们好奇心
强、顽皮好动，这是本能和天性使然。但更让
人无法忍受的是，很多熊孩子背后都有熊家
长“兴风作浪”。

他们“厉害”在哪？一方面是教育观念。
另一方面，则是规则意识。看看熊孩子“系列
剧”，会发现不少熊家长本身就是规则的漠视
者。

“祈福老太”

近日，浦东机场一架航班起飞前，有一位 80
多岁的老太太对着发动机舱扔了一把硬币。其
他旅客发现后连忙报警，警察来了之后，老太太
说，她扔硬币，是为了……祈求飞机飞行平安
……

一味谈“严惩”行不通

事后一味谈“严惩”老人，恐怕行不通，效果
也不会好，而此事也留下了宝贵的教训：对这些
年纪偏大、彷徨失措的老人，家属有没有尽到责
任？而航空公司方面，是不是也应该对这部分
弱势群体多一份关心？

网友戏言，幸好老太太没有在飞行途中开
窗透气。如果无人关注，老人又在空中过于紧
张以至于做出过激行为，这个段子有没有可能
成真？想想就令人后怕。

“高考状元”

近日，随着各省市高考分数陆续公布，一大批新科
“状元”涌现出来，一时间，各路媒体、高校、广告商纷纷出
手，“状元热”的苗头再度展露。

少一些炒作，别让“状元热”再升温

“高考状元”的名头只是对学子的一种阶段性肯定，
无需过分地夸大、过度地炒作。在国外，“高考状元”并没
有那么受重视，北京市 2010 年的高考理科状元李泰伯在
申请美国高校时，就被哈佛、耶鲁等 11 所美国顶级高校
拒之门外。我国目前也在努力淡化“高考状元”，今年江
苏省高考成绩就只提供给考生本人，不再向考生所在学
校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考生可到省考试院网站自行
打印成绩单。

在高考成绩公布之际，我们不妨多一分理性，少一些
炒作，不要再让“状元热”升温，让这朵“状元火苗”跳动两
下就灭了吧。

从一审判决引发的巨大
争议，到二审判决微博直播，
再一次提示：公开是最好的
稳 压 器 ，也 是 最 好 的 法 治
课。通过最大限度的司法公
开，可以消弭误解、打消猜
忌；通过恪守公正的司法纠
偏，可以支持正义、驳斥谬
误 ，让 司 法 公 信 力 回 到 正
轨。其实，对于普通老百姓
而言，司法正义乃至整个国
家的公平正义，正是由我们
关注的个案连缀支撑起来
的。

——人民日报：《于欢案
是一堂生动法治课》

只是运来一个模型，就谎
称项目开始实施。其间，还
有多个地方政府与其签署了
合作协议，政府出地，共同合
作生产“巴铁”，有的还像模
像样搞了开工典礼，地方政
府的头头脑脑们出席站台，
最终，连厂房都没有真正动
工，明显涉嫌欺诈。这些行
为，利用了各地政府急于引
进投资、搞个大项目的心态，
却成为华赢凯来有地有项目
的 依 据 ，用 于 继 续 吸 纳 资
金。地方政府的失当，值得
反思乃至追责。

——钱江晚报：《“巴铁”
项目成空，岂能一走了之》

很难想象一个冒着生命
危险的法官会作出多么公正
的裁判。保护法官的力度只
能加强再加强，只有让法官
没有后顾之忧，能够轻装上
阵，法官才能集中精力更好
地公正司法。

——法制日报：《决不能
让伤害法官成破窗效应》

交通更便利了，年轻人被
吸走了，慢节奏的生活方式
被改变了，应接不暇的短途
游客让静谧的山水顿时充满
了喧嚣，那种开阔了眼界的
“好姑娘也被城市吸走了”的
担忧，恐怕也不只是一句玩
笑。高铁来了，高速公路来
了，带来了什么？又会带走
什么？舆论一片亢奋的时
候，也不妨“逆向思维”，考虑
一下这种“逆现代”的命题。
尤其是当地政府部门，如何
借这个势，搭这个车，做好特
色产业与特色服务的准备，
让更多人参与进来，适应下
去。

——中国青年报：《如何
理解扶贫“逆思维”》

20家央企中18家存在业
绩造假，反映部分央企的内
部审计流于形式。……对央
企业绩造假现象，需要依法
调查、追责，不能对那些涉嫌
造假的央企负责人轻易放
过。央企资产动辄以千亿万
亿计，其业绩造假带来的危
害，不比地方经济数据造假
小。

——新京报：《央企业绩
造假，问题也不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