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惕“避孕药实名制”泄露隐私的“副作用”

□本报评论员 王封

在实名制蔚然成风的今
天，去药店买避孕药竟然也
得登记个人信息，这多少让
人纠结。

据报道，福州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规定药店出售
紧急避孕药时，药店必须登
记顾客姓名、身份证号码等
相关信息，同时也要记下药
品销售品种和数量。作出这
一规定是为贯彻国家六个部
门联合下发的文件精神，防
止有人滥用紧急避孕药。

是药三分毒。紧急避孕
药的副作用是毋庸讳言的。
福州采取“避孕药实名制”，

一定程度上给那些吃药伤害
身体的女性敲响了警钟。然
而，“避孕药实名制”只是一
个积极的信号，并非一个有
效的措施。不可能通过实名
制，就能迅速起到引导民众
观念的效果，防止滥用紧急
避孕药，减少社会上的“非医
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依
然任重道远。唯一起了变化
的是，“避孕药实名制”让那
些避孕失败的人在买紧急避
孕药时，多了一丝个人隐私
可能被泄露的担忧。这也正
是“避孕药实名制”问题的关
键所在，个人信息能否得到
保护呢？

福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规定，药品零售企业销售
紧急避孕药时要检查登记购
药者的身份证，建立真实完
整的紧急避孕药品购销记录。
据称，这是为了“监管需要，一
般情况不会外泄”。但是，我们
很多人都深受身份证、手机号
码等个人信息被人“出卖”伤
害的今天，没有人保证“避孕
药实名制”能够是铁板一块，
买药者的个人隐私不被外界
知道。更何况，这个实名制还
包含着买避孕药、避孕失败等
极其隐私的个人信息呢！一旦
这些信息被泄露，公民的隐私
权势必遭到侵害。

众所周知，隐私权是一
种人格权，属于人权的基本

范畴，它突出强调的是公民
的生活安宁和私人信息秘
密，没有公民个人的同意或
者法律上的明确理由，任何
人不得随意侵犯，也不受任
何公权力的强制。

因此，尽管“避孕药实名
制”的初衷是善意的，为了民
众的身体健康，手段也算不
上过激，也仅仅是登记个人
信息，方便监管，但它未能对
保护消费者的个人隐私权做
出承诺，也没有完善的制度
以及配套措施予以支持，就
难免让人诟病了。福州市药
监局一工作人员承认，“目前
还没有相关的处罚措施，主
要还是靠药店工作人员的自

律。”在利益的诱惑下，靠自
律去保护公众的个人信息，
实在太难。要想真正保证个
人信息不外泄，应该有严厉
的规章制度约束才行。

这也是一些公共政策制
定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困
境。一个政策措施出台，只想
到解决一个方向的问题，但不
考虑实施后可能产生的其他
新的问题，给公共利益带来了
新的伤害。我们希望，在制定
一个政策时，做到以人为本，
考虑周全，趋利避害。对于不
完善的行政管理行为，应当
予以及时修正和完善，以防
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唯有如
此，才能真正把好事办好。

一个政策措施出台，只想到解决一个方向的问题，但不考虑实施后可能产生的其他新的问题，给公共利益带来了新的伤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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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戴锁链

文明难迈步

编辑：
你好！
看了《齐鲁晚报》12月28

日关于对特困家庭重型精神
病人的“解锁工程”报道，百
感交集。

家庭困难已是人生不
幸，家中再有精神病人的话

只会雪上加霜。这样的家庭
通常是既无力量脱贫，也无
能力治病，如果没有正常的
救助机制，只能感到绝望。不
是迫不得已，谁也不愿意给
自己的亲人“上锁”，但是让
病人戴着锁链生活确实是与
基本的社会文明相背离的。

“解锁工程”给贫困的精神病
患者家庭带来了福音，也希
望更多的部门能关注到这个
社会当中最弱势的群体，不

仅在医疗上提供帮助，也从
经济上、生活上帮助他们。精
神病人的锁链解不开，我们
的社会文明就很难大踏步。

读者：吴文峰

不要好心办坏事

编辑：
你好！
《齐鲁晚报》12月28日发

表评论文章《对小学生豪华

联欢不必太敏感》，我觉得未
免太宽容了。

我也不反对提高孩子的
教育条件，能让更多的学生
用上液晶显示屏或塑胶跑道
确实是个好事，但是不应该
以此作为小学生们可以到五
星级酒店聚会的理由。五星
级酒店必然与豪华奢侈联系
在一起，家长们选中这样的
地点也正是为了让孩子感受
那种富丽堂皇的气派。这就

在潜移默化中把成人的消费
观灌输给了小学生，让没有
任何经济来源的孩子过早地
接受了以奢华为荣的观念。
为什么当前有那么多“啃老
族”啃得习以为常，做父母的
在教育上是否也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呢？我理解家长们为
孩子不惜金钱的心情，但是
教育应该尊重教育的规律，
不能好心办坏事。

读者：何明

那时生产力和生产方
式都比较落后，盖房子、娶
媳妇都是大事，仅靠一家一
户难以完成，就形成了凑份
子的模式，每户人家都送点
儿礼、出点儿钱，帮助这户
人家渡过难关，其实是一种
原始的互济互助的形式。

——— 北京大学教授夏
学銮认为，“份子钱”的起源
和农耕文化密切相关。

如果说，网络之于人类
社会的最大贡献是“解放了
人的嘴巴”，那么，微博则在
事实上为每个人的社会喊
话装上麦克风，而且这种

“喊话”是以现场直播的方
式进行。

——— 中国人民大学新
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
说。

我发现，在美国养育的
“虎子”的情商都非常高。从
一方面来说，他们终其一生
都在与疯狂、严厉的父母周
旋；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他们往往不会爱慕虚荣，因
为虎爸虎妈都很诚实———
诚实到残酷的程度。

——— 被称为“虎妈”的
法学教授蔡美儿说。

每个人都会面临二次
选择。一次选择是人在贫困
时，其实是无选择的，为了
生存。但是生存问题解决之
后，就要面对第二次选择，
有些人投身公益事业，其实
就是这种选择。我的选择就
是关注怎样改变社会。

——— 中国政法大学教
授何兵说。

由于缺少个人信息保
护法，现在的行政执法处于
一个执法权高度分散状态，
没有专门的执法部门，执法
者和被执法者很多情况下，
角色划分不清晰，行业执法
部门负责本行业执法，存在
利益上的纠葛，行政执法上
力度非常弱。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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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济原因失学同样值得关注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本报评论员 龚海

11月28日上午，教育部
长袁贵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报告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年)》实施情况，其中谈
到教育部今年加大了对困难
群体扶持力度时，他说：“目
前，我国已建立起从学前教
育到研究生教育较为完整的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
体系，基本做到了没有一个
学生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

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
学在不少人的记忆里曾是那
么深刻，上不起学不知让多少
人饮恨终生，教育十年纲要的

提出为的就是解决诸如此类
的问题。一直以来，国家扩大
了奖学金、助学金等各类经
济资助的覆盖范围，做了大量
改善贫困生上学条件的事情。
因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全面解决失学问题并不容
易，以致在听说“没有一个学
生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时，
让人感到些许惊讶。

即便是现在，我们也听
到了不少因为家贫无法上学
堂的案例。虽然按照规定，九
年义务教育阶段免收学杂
费，有些地区还对学生的生
活费进行补贴，不用交钱就
能进课堂变成了现实。但一
个家庭对学生的付出远不止

这些，学生的衣食住行成本
也足以让贫困家庭感到无力
支撑。所以，我们有时还是能
够在街道上看到流浪的孩
子、辍学的青少年。或许他们
的身份不算是“学生”，但他
们的“失学”是无疑的。

学生失学的原因形形色
色，有的因为政策原因，有的
受到了“读书无用论”的蛊惑，
有的因为就读学校教学质量
不高而弃学，有的干脆对上学
失去了兴趣，甚至有像韩寒那
样叫板教育制度而主动退学
的学生，反正不见得是因为经
济困难，如果只关注学生是否
因经济困难失学，那些因为其
他原因失学的学生是否被忽

视了？今夏北京关闭了20多所
农民工子弟学校后，不少孩子
因为家长没有“五证”进不了
公立学校而被迫失学的情况，
乍一看，好像不是因为经济原
因，然而但凡是家庭有足够
的经济能力，做父母的也不
忍心让孩子上不了学。

我们也大可不必纠结于
怎么理解“没有一个学生因
为经济困难而失学”，但一个
不容忽视的变化是，国家逐
渐提高了对困难学生的经济
援助，同时人民生活也日渐
富裕，在当前的各种教育问
题中，失学已经越来越算不
上问题，毕竟绝大多数孩子
都能踏入学校的门槛。现在，

更多的家长开始为孩子上不
了好学校犯难。教育资源如
何公平分配，大多数学生家
长越来越关心这样的问题，
当公众已经提高了对教育的
期望值，教育部门也应该与
时俱进，满足公众新的要求，
解决他们的新问题，否则，也
可能出现因对教育质量不满
而退学的现象。

“没有一个学生因为经
济困难而失学”确实是好事，
但不能只关注“经济困难”，公
众更希望避免义务教育阶段
各种原因的失学，让已经失学
的适龄儿童早日重返课堂。如
此看来，教育部还需要协同其
他部门做更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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