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电信诈骗害苦的不止汤唯一个

据新华社报道，演员汤唯11日下
午在上海工作期间遭遇电信诈骗，被
骗走人民币21万余元，目前警方已介
入调查。

可以想象，由于汤唯是名人，她受
骗一事又引发广泛关注，这起电信诈
骗案很可能会受到各方重视，也有望
追出结果。不过，类似案件的其他受害
者是否也能有这样的“待遇”，可就不
好说了。

其实，电信诈骗近年来已经呈现
猖獗之势。就在1月6日，广州市公安
局曾通报了两起特大电信诈骗案，两

位受害人分别被骗走2700余万元和
485万元。同在6日，沈阳一位老人也因
电信诈骗损失42万元。通过这些，足
可见这类案件的多发性和危害性。

众所周知，电信诈骗具有集团
化、专业化的特点，而且近些年来骗
术不断翻新，普通群众，尤其是中老
年人和偏远地区群众“中招”的不断增
加。在此情况下，亟需营运商以及执法
部门充分发挥“保护伞”的作用，但是
现实情况远未达到群众的预期。许多
群众反映，一些地方打击电信诈骗的

“手腕”还不够硬，态度还不够积极，
群众受损失后只能认倒霉。

现实中，许多犯罪分子是利用改
号软件、短信群发器、伪基站等工具
传递诈骗信息，有的甚至是冒用国家
机关、公共服务机构的电话号码行

骗。很显然，这些做法能够顺利实现，
并不只是因为技术高明。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62条，在公
共信息服务中，电信业务经营者发现
电信网络中传输的信息明显属于侵
害他人合法权益等内容，应当立即停
止传输。但是，在现有体系下，几大电
信运营商瓜分了通讯市场的大蛋糕，
处于实质上的垄断地位，个别运营商
因此有恃无恐，一味放任牟利冲动，
忽视用户利益，在封堵和过滤不良信
息方面并未认真履行责任；而部分运
营商由于内部监管不力，甚至发生过
工作人员泄露用户信息牟利的事件，
直接为电信诈骗等犯罪开了口子。

2011年施行的司法解释规定，“发
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拨打诈骗电
话五百人次以上的，可作为诈骗未遂

定罪。”这为打击电信诈骗提供了法
律武器。但结合一些电信诈骗大案来
看，此类案件跨区域甚至跨国犯罪的
现象多发，由于辐射面广，使得追查
案情，缉拿犯罪人存在很多的障碍。
虽然许多地方举行过针对电信诈骗
的专项行动，并取得了实效，但也有
群众反映，自己报案后案情长时间没
有进展，积攒多年的血汗钱、养老钱被
骗了个精光，根本没有追回的希望。

汤唯遭遇电信诈骗一事对各方
都是个提醒。其一是电信诈骗高发，
已经是威胁公民财产安全的重大隐
患，作为个人要提高防范意识。其二，
对此事的处理应该成为标杆。有关职
能部门要充分履责，积极行动，给予
群众充分的保护和救济，不能因受害
者是普通人就降低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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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元学费里已含4000元答辩费，可到了答辩之前，又要我们交几千元
答辩费。”近日，某大学的在职研究生报料称，班上很多同学都对这“答
辩费”忍气吞声。记者经过多方调查发现，这重复收取的“答辩费”由来
已久，已被暗称“买路钱”。因为担心无法顺利毕业，所以无人敢投诉，遂无
维权案例。（1月12日《楚天金报》） 漫画\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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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赵丽

未来你的生活水平、劳动力水
平不仅取决于你的能力，也取决于
周围人的能力，所谓不怕神一样的
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郑新业撰文称，从发展的整体
性上来看，政府需要为穷人提供更
加完善的公共服务。普遍有效的扶
贫经验是帮助小孩，而不是帮助父
母，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投资教育。

现在政府老在琢磨怎么多收
钱、少出钱，把老人当做社会的一个
包袱。古人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只
去指责老百姓、指责社会不够关爱
老人，其实是很没有说服力的。

当“常回家看看”被写入法律

时，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敬老孝亲文
化氛围的日渐稀薄。对此，中国社科
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
员唐钧表示，在老龄化的前提下，要
使中国老人的生活过得去，首要的
就是政府加大投入，做出积极引导。

本来很多人不知道网络“黄牛”
和抢票软件，媒体报道后广为人知，
更多人去利用各种“神器”，加剧了
购票秩序的混乱。

在媒体人曹林看来，对于网络黄
牛和抢票软件的报道或许会起到反
作用。如果没有执法部门跟进，如果
破坏规则的抢票软件和违法的网络

“黄牛”得不到追究和严惩，单纯的媒
体报道无异于帮其做免费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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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力不讨好，12306何必独战黄牛

临近春节，12306与各类刷票软
件、网络黄牛的“攻防战”引发社会
热议。虽然12306采用了各种反制措
施，但屡遭破解的事实，被众多网
友点评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从电话购票到网络购票，虽说
火车票的购买手段越来越多，但费
时费力的购票体验，仍是困扰人们
的一块“心病”。当然，更让人不解
的是，管理着12306网站的铁路总公
司，在漏洞面前“固执”地坚持“孤
军奋战”。若是能够以开放的心态

引入专业的网络商业机构参与，或
许在黄牛面前会有更高的胜算。

自打12306网站上线，漏洞和故障
始终伴随左右，铁路企业管理售票网
站的能力颇受质疑。一会儿是“机房
空调故障”，一会儿是旅客信息串
号，至于网站“卡壳”，已经成了“家
常便饭”。相比之下，猎豹、360等网
络企业在专业性方面优势明显，其
发布的抢票软件，就曾帮助很多用
户克服了刷票费时费力这一难题。再
对比一下淘宝、京东等在去年“双十
一”期间有条不紊的表现，更让人对
铁路企业能否管好专业性极强的售
票网站产生质疑。

同时，铁路企业面对其他商业机
构和社会力量时，又显露出“铁老大”

的姿态。事实上，自从建设12306网站
花费3 .6亿的消息爆出后，对于其中是
否存在猫腻，舆论反应强烈，原铁道
部驳回某律师对于信息公开申请的
举动，更是饱受批评。而在售票网络
屡出漏洞的情况下，多家网络企业主
动示好，“360抢票团队”甚至向“12306

技术部”寄去一块蛋糕，但令人遗憾
的是，这些举动并没有得到正面回
应。正如铁路专家孙章所说，12306现
在最大的问题是过于封闭，如果能够
以开放的心态引入商业机构的技术
和资源，不仅可以节约投入，还能够
大大提高黄牛破解的门槛。

事实上，撤销铁道部以及中国
铁路总公司的成立，就是为了打破
政企不分的封闭式管理，通过企业

化经营为公众提供便利。至于铁路
企业经营效果的优劣，群众的感受
才是最终标准。现如今，一边是面
对着诸多专业网络机构抛来的“橄
榄枝”无动于衷，一边是购票网站
低级错误频出、旅客难享便利。这
样的情况难免会引人生疑：“垄断”
购票渠道，到底是出于管理的需
要，还是为了铁路企业的私利？就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12306的孤军奋
战显然是既费力费钱又不讨好。

更值得深思的是，问题拖得越
久，质疑的声音恐怕也会越大，不仅
群众利益受损，铁路企业的声誉也会
受到损害。期待铁路企业能够找到更
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让更多的人能
够真心为12306点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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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一语中的

□毕晓哲

1月11日上午，南京市政协委
员在报到现场领到了平板电脑。
工作人员介绍说，南京市政协今
年首次使用了电子会议系统，如
使用四年，则可节约印刷费用约
150万元。(1月12日现代快报)

上述“节约账”显然须基于两
个前提：一者，这部平板电脑需要
使用多年，如果更换频繁，和过去
的纸张浪费无异。二者，此前的每
年约50万元会议材料费、光盘费
等须经得起推敲。如果此前的“材
料纸张费”就存在浪费，换成平板
电脑也只是假节约。

就如一些地方抛弃公车，以节
约为名采购公务直升机一样，不过
是“朝三暮四”的把戏，是经不起推

敲的。如果随时代的进步和发展，确
有开会使用平板电脑的必要，那大
多数政协委员必定早已自行购买，
无需公款采购逐一发放；若是委员
们还没有使用平板电脑的习惯，“硬
塞”给他们也只能浪费。

更令人遗憾的是，当地公款
采购平板电脑的举动过于突兀，
连政协委员此前都不知情。相关
预算机构有没有把关，此项开支
有没有经过民意征集和考量，审
计机构是否审计并肯定其符合程
序，都应该打一个问号。

用平板电脑取代纸质文件并
非不可，但这有前置条件——— 它
应建立在财政审核、经费公开的
基础上。若罔顾这些程序问题，而
只谈无纸化办公的美妙前景，难
免留下偷换概念之嫌。

治哄抢之病，需法律之方

□段思平

记者近日获悉，榆中警方对
“1·4”聚众哄抢橘子案进行了查
处，对无视货主劝阻、不听民警制
止的几人分别处以5日、10日行政
拘留，并处200元至1000元罚款。(1

月12日《新京报》)

哄抢之所以频繁发生，就在
于一个“哄”字。“哄”意味着人多
手杂，哄抢者往往抱着“法不责
众”的心理有恃无恐。事实上，执
法机关也往往囿于案值小、调查
取证困难，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的态度。法律处罚的缺位，造
成了负面的示范效应，以致有的
人只要有机会，就毫无顾忌地实
施哄抢行为。

不应忽视的是，哄抢里面还
有个“抢”字。《治安管理处罚法》

明确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
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
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
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
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
款。”如果财物价值达到了起刑
点，还有可能构成抢劫罪。

长期以来，对哄抢仅仅止于
道德谴责，指望通过舆论压力令
哄抢者保持道德自律。但事实已
经一再证明，“道德处方”犹如中
药，见效始终太慢，不祭出“法律
猛药”，哄抢必然难止。只有让哄
抢者付出法律代价，明白“想占便
宜终将得不偿失”的道理，才能最
大程度地打消一些人的恶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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