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吐不快

“行业互助”莫成
信息泄露“遮羞布”
颜女士一天接到10多个促销电话，均与

自己装修房屋有关，她怀疑是在当地某个家
具卖场购买家具后被人泄露信息。此后，她不
断接到各种家装、家具推销电话，打电话的业
务人员说是以每条0.5元的价格买来这些信
息。（6月24日《武汉晚报》）

不管是买房、买车还是买家具，几天之后
就接到大量同类或不同类商家的推销电话，
这种事情很多市民都碰到过。但自己的信息
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多数人并不知情。随着媒
体调查采访的深入，一种叫做“行业互助”的
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途径，逐渐浮出水面。

所谓“行业互助”，就是一些商户在长期
的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行业潜规则：A商户
有了一个新客户，在确定A客户不会再采购自
家商品后，就把客户信息或卖或送给相熟的
合作伙伴B、C、D等商户。同理，B、C等商户遇
到这样的客户，也会把信息反馈给 A、D 等同
行。这就是同行之间小范围的所谓“行业互
助”。

表面看，这是商家之间的一种互惠互利
措施，但显然是以牺牲客户个人隐私信息为
代价的。如果客户真的需要某种商品完全可
以自己去买，而不是非要忍受商家没有节制
的电话轰炸、信息骚扰。更加严重的问题在
于，这样的“行业互助”已经成为一种行业潜
规则。

由此可见，在很多行业内部存在的所谓
“行业互助”，实际上已成为公民个人信息泄
露的代名词，也是遮羞布。商家从中觅得商机
赚了钱，但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却不堪其扰，苦
不堪言。

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出台“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非法获取、
出售或者提供财产信息（房产信息属于此列）
等敏感信息50条以上，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
供交易信息等重要信息500条以上，或者违法
所得 5000 元以上的，即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执法部门对“行业互
助”这种行业潜规则要给予足够重视，制定具
有针对性的规范和打击举措，让公民个人信
息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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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区“群燕飞舞”
正是科普良机

6月24日凌晨0:11，四川省地震局官方微
博发布了广大网友所关注的“宜宾长宁燕子成群
飞舞”的调查结果：从有记载的地震震例来看，过
去的震例显示部分地震前有动物异常，但宏观动
物异常与地震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现在地震谣
言已经成为有感地震的次生灾害之一，大家不要
相信，也不要传播；掌握必要的应对技能比担心
更有效。（6月24日《成都商报》）

其实，燕子成群在空中飞舞，看似异常，其实
也相当正常。问题是，“群燕飞舞”出现在长宁震
区，有人便将其与地震灾害联系在了一起，并引
发了担心和猜测。这时候，如果不及时对此现象
进行解释，一旦有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拿震区“群
燕飞舞”大做文章，制造谣言迷惑群众，就可能会
扰乱社会秩序。

因此，从尊重科学、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
发，有关部门和专家及时站出来，对市民“担心和
猜测”进行释疑解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震
区余震不断的非常时期，有关部门及其专家，仅
出面回应称“从有记载的地震震例来看，过去的
震例显示部分地震前有动物异常，但宏观动物异
常与地震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显然不够科学
严谨，也不通俗易懂，难以从根本上消除人们的
担心和猜测。

退一步讲，即便是有关部门很权威地公开表
示，震区“群燕飞舞”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但
之后可能会有更多动物异动现象出现，让有关部
门及专家疲于解释，而误了科学研究的大事。

勿庸讳言，自然灾害预测，是世界性的“天下
第一难”。比如，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用科
学的方法，对地震做出准确的预测。但是，有关部
门有责任，不断提高自身预测自然灾害的能力；
同时也有义务，向全社会普及防治自然灾害的相
关知识。

事实上，越是发生了自然灾害，或出现了
动物异常现象，越是有关部门普及自然灾害常
识和预防方式的最好时机。换言之，震区“群燕
飞舞”，正是科普良机。有关部门及专家，应抓
住这个机会，就自然灾害的形成及防治，锲而
不舍地开展科普教育；同时，让信息公开更加
及时和透明，让谣言不攻自破。因此，从某种意
义上讲，普及科技知识，让人们认识大自然，比
辟谣更重要。

张西流

近日，山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问政山东》，首
次让厅局级官员坐在了镜头前，且“辣味”不减，直
播形式不变，在切实解决了许多民生问题的同时，
也把电视问政这一舆论监督形式推向深入。在这档
省级卫视直播、问政厅局级官员的节目中，“辣味”
是最常见的。节目的口碑立了起来，外省的电视台
纷纷前来取经。（6月24日《中国新闻周刊》）

电视问政节目火过一阵子，然后又消失了一阵
子，这两年好像又回光返照了。有说把官员问得直
冒汗的、有说让看的群众直呼过瘾的，一些主持人
火了，一些主事官员凉了。在作风建设如火如荼的
当下，“问政”的速效和直接，让不少人对之爱恨有
加。

说实在的，作为电视制片人，对于问政节目过
山车般的命运，可谓感喟良多。

一方面，这是传统主流媒体的公信之光。电视
问政属于舆论监督，监督有力、权力忌惮，为社会公
共利益鼓与呼，这是媒体人最有价值、最有情怀的
理想。比如主持人可以在《问政山东》里问当地公安
厅负责人，“跑了三天，开了个没用的证明，您觉得
这事儿荒唐不荒唐？”又比如可以对不合理收费发
问，“便民意味着收费吗？”一问到底、追问不休，必
能问出不作为、迟作为、乱作为的各种底子。公共权
力若能因之洗心革面、刮骨疗伤，一个节目的灵魂
和风骨便立了起来。

另一方面，这似乎并不能佐证舆论监督重新硬
气起来。比如《问政山东》出台的背景，是 2019 年春
节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山东省政府召开工作动员
大会，省委书记要求推行“电视问政”“网络问政”，
把评判权交给服务对象和群众。可以想见的是，若
没有一把手的推动，电视问政可能还是山高水长。

可问题是，舆论监督不应该是一个社会最稀松平常
的事情吗？如果这个功能还要靠地方一把手来提
醒，那么，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就有点尴尬了。换句话
说，如果其他地方一把手很忙，没来得及关注电视
问政或者电台问政这种形式，我们的舆论监督还会
如此叫人惊艳吗？

《问政山东》叫好又叫座，但这种成功能不能复
制，是个最大的问题。对于公众来说，期待无非就两
个：第一，希望《问政山东》能真正带着“辣味”继续
火下去,还要能活下去，千万不要“试水”之后就掉进
水里出不来了。第二，舆论监督、尤其是新闻媒体的
监督权要落到实处，无论一把手有没有来得及亲自
重视，每个社会主体都应当尊重记者、尊重采访、尊
重舆论监督——这是一个城市法治与开放的试纸，
这也是公共治理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当然，问政不是“媒治”，很多问题还是要畅通
日常的维权之路、诉求之门；问政更不是秀场，彼此
带着台本上场的你侬我侬的互相表扬，只会让人觉
得是在“互扇耳光”。电视问政的生命力源自舆论监
督力，而不管新闻媒体有没有打着“问政”的旗号，
只要涉及权力作为的部分，都应该像“电视问政”一
样被正视、被重视。说到底，舆论监督有力量，这个
社会才会更可信、更温暖。

邓海建

“问政”生命力源自舆论监督力

请呵护好“雨天文明”
一年一度的梅雨季又到了，关于“雨”的各种

民生事再次成为网上热点。在中国宁波网民生e
点通群众留言板上，有网友发帖投诉雨中的不文
明行为，也有网友发帖点赞在雨中感受到的城市
温度。（6月24日《宁波日报》）

其实，在下雨的日子里，无论是开车出行还
是步行外出，亦或是乘坐公交车，雨天成为一块

“试金石”，考验着每一位市民的文明、素养和公
德心。

有的司机雨天开车时，不是自觉放慢车速，
而是和大晴天一样开得飞快，结果，带起地面上
的积水溅了行人一身；有的人乘坐公交车时，不
是自觉地先甩干雨伞上的雨水，而是直接放置在
空座位上，结果，原本干净的座位成了“湿座”，后
面上车的乘客只得“望座兴叹”；有的人进商场购
物，不是把雨伞放在商场为顾客准备好的塑料袋
里，而是直接拿着湿漉漉的雨伞就在商场里四处
转，结果，商场的地面被弄得到处湿漉漉的，一些
顾客，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因地面湿滑而摔倒的比
比皆是。

众所周知，雨天也是一面镜子，它能折射我
们每一位市民的文明程度。因此，笔者以为，每一
位市民在雨天外出的时候，首先要记得把“文明”
随身带上，切莫置之一边或丢了“文明”。开车的，
要记得把车开得慢一些，不要把脏水溅人一身；
乘坐公交车的，要记得把雨伞甩干了，不要把湿
漉漉的雨伞放在座位上；逛商场的，要记得把雨
伞用塑料袋装好，不要带着湿漉漉的雨伞四处
走，把地面弄湿了。这些都是举手之劳的事，对每
一个人来说，都并非难事。

因此，笔者相信，只要人人都养成良好的文明
习惯，呵护好“雨天文明”，做到文明开车、文明乘
车、文明逛商场，那么，即使是在雨天里，我们的身
边也能处处洋溢着文明、充满着和谐，感受着温
暖，我们的出行也就一定能顺畅、舒心和美好。

总之，一句话，请呵护好“雨天文明”，让“雨
天文明”温暖你我他。 廖卫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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