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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弓

微信公众号“冰球说医”从美
国发来文章，说某医院出了一起医
疗事故，一住院病人因呼吸困难需
要输氧，墙上有两个接口，一个连
接输氧，一个连接抽气，匆忙之
下，护士把输氧的管子接到了抽气
的接口，病人没有及时得到氧气，
差点窒息而亡。事故发生后，护士
十分担心会被处罚。医院调查后认
为，这是系统出了问题，最终护士
没被处罚。不过，医院通过此事找
到了解决“系统问题”的办法：把
这两个接口和连接管做得不一样，
输氧的接口和管子截面为方形，抽
气的则为圆形。重新设计后，即使
不小心把输氧的管子接到抽气的接
口，也会由于形状不同而无法接
上，错误自然不会发生了。

这家医院不处罚护士的做法值
得商榷，毕竟她有一定责任，但其
随后用心去寻找解决办法的态度，
值得倡导。医院的这个办法，其实
是应用设计系统常用的错误校对
法，又称“防呆法”——防止呆笨

的人做错事的办法。这个概念最早
由日本丰田公司的工程师新乡重夫
提出，应用于丰田汽车的生产流水
线，后来随着工业质量管理的推
广，传播至全世界。显然，“防呆
法”理念提出的前提是人皆会犯
错，应该通过系统或制度的设计，
防止错误的发生，让笨人也不会做
错事。

“防呆法”在工业生产中的应
用随处可见。比如，儿童无法打开
的药瓶盖，抽水马桶水箱里的浮球
上升至一定高度会自动断水，汽车
出现不正常情形时会通过色、灯
光、声音发出警告等。日常生活
中，人们也创造了不少行之有效的

“防呆法”。比如，早上赶着上学或
上班忘了带钥匙、钞票、证件——
这种事很多人遇到过，聪明人想出
了办法：每晚睡前，将明天要带
的东西，集中预放在床边或要穿
的衣服口袋里或公文包内，早上
出门时顺手一拿或衣服一穿或皮
包一拎，就不会丢三落四了。部
队里为训练战士的反应能力，连
队经常会在战士熟睡时吹响紧急
集合号。此时，新兵往往会出些洋
相：把裤子往上身套，鞋子左右脚
弄反了，枪提上了，子弹带落下
了，老兵就不会。每天睡觉前，老
兵会把枪放到床头边，子弹带挂在
枪口上，衣钩上先吊裤子后吊上
衣，鞋子摆放整齐，一听集合号，
不到一分钟就能冲出寝室——排长

在门口掐着秒表呢。
不过，在企业和社会管理上，

另一种情形也普遍存在：差错发生
了，管理者通常只是责罚直接操作
者。如工厂的车间工人，学校的上
课老师，媒体的记者编辑，一般的
市民……而较少动脑筋去设计一些
方法来避免错误的发生。所以，同
一种错误在不同人中会重复出现，
同一个人会屡犯同样错误的情形也
随处可见。儿童无法打开瓶盖的
药，多是进口的，国产的比较少
见，所以常有小孩吃错大人药的
报道。病人吊盐水时，家属不在
场或护士疏忽，盐水滴完了没有
提醒，鲜血从滴管里倒升上来。
洗衣机家家都有，孩子掉进洗衣
机 里 爬 不 出 来 甚 至 最 后 丧 命 的
事，也出过几起。电梯没有报警
装置，出故障把人关在里面几小
时。煤气灶炖菜、煎药，水干了没
有提示音，等等。

说大一点的事，如我们的反腐
工作，也存在类似问题。这些年全
国查处贪官的力度很大，人民群众
非常肯定。但是，怎样设法让即使
贪心极重的官吏也无法得逞，就研
究得很不够。一些贪官进去了，就
有公务员庆幸自己没上到高位。言
下之意，如果掌握了大权，也不能
保证不会犯罪。这从另一个侧面说
明预防犯罪工作还有很大空间。贪
官们有一个常见现象，就是怂恿、
利用家属敛财。这方面，我们有不

少规定，但执行、监管不怎么得
力。如果能设计出一套办法，让领
导的家属在当地经商，就无法通过
登记，即使有人徇私枉法给登记
了，系统也会自动拒绝。贪官们还
有一个普遍现象，把巨额的不义之
财到处藏匿，像《人民的名义》里
的赵德汉那样。如果能设计出一种
仪器，巨额资金出现在不该出现的
地方时就会报警……这并非我在异
想天开，在科技水平高度发达的今
天，只要用心，做到这些我以为并
不太难。

为了反腐败，我们建立了很多
制度，设立了众多监督部门，但主
要还是依赖于人的自觉性——领导
干部自觉执行，监管部门自觉尽
责。其实，人的内心，往往既有一
尊天使，又有一尊魔鬼。好的制度
方法能激活天使，降服魔鬼；差的
制度方法则相反，压制天使，释放
魔鬼。如果社会上群魔乱舞，一定
是制度与方法的设计不到位或者存
在缺陷。在联合国工作过的一位中
国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在那里
几十年，没有听说过发生贪污案
件，原因是那里的制度非常严密，
想贪点钱十分困难。如果我们在反
腐上也有一个类似的“防呆法”或
叫“防贪法”，通过制度设计解决

“不能贪”的问题，贪官前赴后继
的怪象才会从根本上扭转，建设清
正廉洁政府这个目标，也才能真正
实现。

尽管你够聪明 还是得学学“防呆法”

吕滢婷

今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网络安全法》正式生效。即日起
我国网络安全工作有了基础性的法
律框架，网络运营与管理有了更具
体的法律制约，中国信息安全领域
进入新的时代。

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瞬息万变
的时代。短短 20 年，我国互联网
从仅 64Kbps 的网速快速提高到如
今 70Gbps的网速，并参与到 5G 国
际标准的制订中。高速发展的互联
网带给人们便利生活、愉悦心情的
同时，网络欺诈、谣言、色情等不
良信息也在困扰着网民，更甚者，
网络信息的不安全还严重威胁着个
人、企业和国家的利益。

网络比我们想象的要危险、复
杂得多。2016 年一项调查显示，
2014 年到 2016 年间，我国内地和

香港一些公司探测到的网络攻击数
量平均增长了 969%，在接受调查
的 440家中国公司中，每家公司日
均遭受攻击超过 7次。个人信息泄
露更是“家常便饭”。《网络安全
法》的出台，打响了整治网络乱象
的开头炮。

揭开“黑恶势力”面纱，实名制
让散播不良信息者无处遁形。“你不
知道你的屏幕对面是坐着一个人还
是一条狗”，网络的虚拟性让一些网
民产生了戴上面纱似的安全感，肆
无忌惮地传播不当言论。长此以往，
网络空间必然乌烟瘴气。以微博为
例，热门评论中的回复有许多人在
卖片、传播色情。有趣的是，由此还
产生了一句“金句”：你先好好反思
下为什么会被卖片的盯上。要知道，

“凡经过必留痕”，网络实名制一定
程度上将会给这种乱象套一个“紧
箍”，散播不良信息者的身份将一览

无遗。近期，造谣者被追究法律责任
的新闻屡屡见诸媒体，可见实名制
的“追溯能力”。

与此相对应，《网络安全法》
还是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伞。
现在，每个人的手机上会多多少少
安装数目不等的不同 APP，比如，
共享单车软件、外卖软件、支付软
件……这些 APP 的安全系数你是
否考虑过，个人信息是否会因为它
们被“出卖”？即使没有 APP，这
样的情况不少人也遇见过：刚买了
新车，保险公司的电话便接连不
断；百度上搜一搜买房的信息，售
楼小姐便打电话来问您是否有买房
倾向……个人信息就在不知不觉中
被他人“尽在掌握”。

针对这个问题，《网络安全法》规
定：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
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
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这在

法律层面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基
本原则，不仅保障了网民在网络空间
的利益，也能有效维护国家网络空间
主权和安全。

不过，立法只是手段而不是目
的，确保网络安全，最重要的还是
多方协作，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秩
序。作为网民，我们应做且能做到
的是文明上网、依法上网，不在网
络上发布、传播违法违规的内容，
不信谣不传谣，对破坏网络秩序的
网络信息“零容忍”。
（文章来源：“明州府”微信公众号）

依法使用网络维护信息安全

据 新 华 社 6 月 12 日 报
道：拨通电话，先听到数声警
笛，然后是这样的声音：“你拨
打的机主已被登封市人民法院发
布为失信被执行人，请督促其尽
快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近日，河南省登封市人民
法院为失信被执行人定制手机彩
铃服务，促其尽快履约。

点评：既然是字典APP，就该让用户更便捷地查字，可查三个
字就要收费，想挣钱的心也太急了。如此定价策略，会把一大批用
户挡在门外，既不利于该 APP 自身的推广与传播，也让其在用户
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有点杀鸡取卵的意味。

@打瞌睡贷款：这种APP应该当公益项目免费推出。
@芙兰朵：查个字就要收费，谁会用？这不是自绝于市场吗？

新华社记者 徐扬 汪伟

日前，记者在一些国企采访
时了解到，有的企业有时一天能
收到来自上级部门的二三十份文
件，件件要求企业“一把手”对
某项工作“负总责”“抓落实”。
该企业负责人说，这二三十份文
件有时看都看不完，何谈负总责
和抓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明确要求，要精
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
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
报一律不发。但有的地区和部门，
仍然热衷于发文件，甚至出现以文
件落实文件的情况。这种文牍主义
政风，是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不负责任的表现。

上级文件太多，下级如何处
理？对策之一，文件来了，改头
换面直接下发；或收件者依样画

葫芦，继续下发，击鼓传花。如
此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
实”的要求，变成了“一级压一
级，层层发文件”。此风不刹，势
必造成上面盲目发文、下面敷衍
了事，工作围着文件空转。

“以文件落实文件”的现象在
一些地方和部门之所以屡禁不
止，其原因在于一些干部不想作
为、不敢担当，把文件当成自我
免责的挡箭牌。“以文件落实文
件”，看上去很有效率，无论应对
上级检查、还是对下部署工作，
只要有一纸文件在，就能说得出
口、拿得出手。但工作是否落
实，措施是否到位，则另当别论。

好的作风从实干中来，好的
办法从实践中来。反“四风”之
所以受群众拥护，关键在于其力
求一个“实”字。遏止官僚主义
反弹，就要在“实”字上下功
夫，倡导广大干部下基层、接地
气、求真知，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大胆从实践中为改革求解，
为人民谋利。

（新华社沈阳6月12日电）

“以文件落实文件”之风当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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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持 杨继学

据 6 月 13 日 《武汉晚
报》报道：每年高考过后是招
生诈骗的活跃期。12 日，记
者从武汉市汉阳区检察院获
悉，男子季某以能托关系帮人
上大学为由骗取熟人及朋友 7
万余元。即将进入招生季，警
方提醒，警惕熟人承诺花钱可
以将孩子送进大学的谎言。

点评：此类谎言之所以能够得逞，既与打击诈骗力度不够有
关，更与现实中确实有人钻空子成功的“经验”有关。遏制这类乱
象，既要严厉打击诈骗行为，提高行骗者的违法成本，更要严厉打
击靠关系托门路帮孩子实现大学梦的歪风邪气。

@凯夫角：熟人的钱才好骗，因为更容易轻信。
@胫腓：一些人为了钱啥事都干得出来，被朋友看扁算啥。

据 6 月 13 日 《信息时报》
报道：为钻银行信用政策和房产
限购政策的空子，广州一男子与
结婚 7 年的妻子“假离婚”，还
签了“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
书。孰料妻子假戏真做，不愿复
婚。经起诉，海珠区法院最终判
决离婚协议书有效，该男子真的

“净身出户”了！

点评：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但这男子的遭遇难叫人
同情，反让人觉得好笑，因为他在拿婚姻跟利益 PK。法律上没有
真假离婚之说，是真是假，当事人“心知肚明”不管用，管用的是
有法律效力的证据。生活中，有诱惑的事情很多，但是不是值得拿
自己最在意的东西 （比如婚姻） 作交换的筹码，须谨慎。

@打瞌睡：两口子关系可能原本不怎样，只是男的不敏感。
@公开度：这事不会这么简单结束的。

据 6月 13日《经济参考
报》报道：记者近来在福建、
浙江调研时发现，在屡被曝光
和持续打击下，一些快递企业
参与售假的现象依然存在。业
内人士建议，打击售假产业链
亟须多方合力，实现线上线下
有机互动，同时应通过技术手
段解决信息造假问题。

点评：假货的危害人所共知，可谓市场的毒瘤。快递企业参与
售假当然应该依法查处，但它并不是这一利益链的关键。根治假
货，应重点打击源头也就是制假者。没有人生产假货了，快递企业
想通过贩假牟利，也揽不到货源。

@咖啡机：给快递企业举报奖励，让他们自相残杀。
@该留的留：谁赚的钱多，重点打击谁。

据 6 月 13 日 《北京青年
报》报道：近日，由商务印书馆
官方出版，中国社科院语言所修订
的《新华字典》APP上线。该APP提
供数字版纸版对照、《新闻联播》原
播音员李瑞英播读、汉字规范笔顺
动画等增值服务。但APP的免费版
每天只能查2个字，APP的开发方
表示，因涉及版权及软件开发等
问题，所以需要付费。

彩铃新花样，

专把赖名扬。

朋友圈示众，

妙招治猖狂。

惩戒多途径，

此堪为榜样。

建好信用网，

老赖无处藏。

郑晓华 文

徐骏 陈琛 作

司马童

行人和非机动车扎堆闯红灯是
个长期以来困扰交警的难题，也是
广受诟病的交通顽疾。由于取证难，
交警的管理和处罚无从下手。近期，
济南交警部门在路口启用了“人脸
识别”设备，在实现对交通违法者人
脸抓拍取证的同时，还能识别并曝
光违法者的身份信息。一项网上问
卷显示，对此做法持赞成态度者远
超反对者（6月13日中国广播网）。

坊间有戏言，“科技越发达，做
人越疙瘩”。的确，被称作“人脸识
别”的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记录
系统，跟普通交通探头的区别是，可
以自动识别行人的头像，无论行人
穿着什么样式的衣服，是骑自行车

或是步行，都可以被自动识别出来。
换言之，闯红灯者一旦被“刷脸”，其
违规行为及身份信息等便也一清二
楚、无所遁形了。

“中国式闯红灯”陋习难除，关
键在于许多人抱有一种“法不责众”
的侥幸心态。而“人脸识别”系统的
推出和启用，就改变了总有“漏网之
鱼”的执法短板。这样一来，只要监
管部门坚持“有闯必识”“有过必
罚”，任何行人或非机动车都别再想

“闯闯也没事”。有了这种技术手段
的辅助，势必能警醒有“想闯就闯”
不良习惯的一些人。

“人脸识别”重在“诚信扫描”。
目前，行人和非机动车若是闯红灯，
分别给予10元和20元的罚款，金额
较低，难以达到震慑目的，这也是各

地闯红灯行为屡禁不止的一大原
因。但借助于“人脸识别”系统，既可
以马上让闯红灯者在街头信息大屏
上曝光，也可以将之通报其工作单
位，就形成了经济处罚与“诚信丢
分”的双管齐下，提高了处罚的威慑
力。

应该说，启用“人脸识别”，济南
交警并非首家。前年 5月起，四川绵
阳城区就先行尝试：行人闯红灯被
连拍 3 张照片后，视频及特写照片
会自动传至数据库，并在道路两侧
显示屏播放；行人在一定时间内连
闯红灯 20次，将在城区多个显示屏
上滚动曝光。当时曾有质疑，“中国
式闯红灯”固然当治，但在公共场合
循环播放被抓拍行人的影像是否侵
犯肖像权？对此，除了相关法规的最

终解释，笔者认为，闯红灯乱象一则表
现在公开场合，二则不利于交通安全，
对行为人的权利不宜完全套用“肖像
权”。

当下，行人和非机动车的闯红灯现
象，已然引起普遍反对。有了这样的民
意认同，将一些对交通规则置若罔闻者
曝光亮相，或是给予其处罚，就绝不是

“多数人的暴政”。相反，像此前上海市
公安局黄浦分局通过官方微信曝光多
名闯红灯的行人，以及福建莆田交警对
行人闯红灯被抓拍后，行为人报考驾照
须先参加教育学习，且驾考时间被延后
3个月等举措，均有益于交通秩序的维
护和诚信建设。

目前，多地为治理闯红灯纷纷引
入“人脸识别”系统，并不仅仅出于技
术上的考量。不少地方把“人脸识别”
与“诚信建设”牢牢结合起来，让乱闯
红灯者真切感受到失信的代价。这是
引导文明交通意识、促进文明交通行
为的必然要求，定能获得公众的普遍
赞同与倾力支持。

为“人脸识别”曝光闯红灯者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