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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信息泄露应多些“顺藤摸瓜”

期待相关部门“顺藤摸瓜”

@王锦南：对相关部门来说，
“记者暗访”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材
料，相关部门应顺藤摸瓜地查下去，
必能“拔出萝卜带出泥”。

@李燕子：太气愤了。现在什么
信息不能被卖？经常被垃圾电话和
短信弄得烦不胜烦，更重要的是个
人信息安全毫无保证。但很少见这
些买卖信息的被治理。

葛齐言九点

近日，记者暗访发现，只需要花32000元，就能买到济南市20多万条1-5岁的婴幼儿信息，顾客还可以选
择买哪个区的。更可怕的是，除了孩子姓名、家长电话，这些关于孩子的信息甚至能够精确到每个家庭的门
牌号。

信信息息遭遭泄泄露露何何时时不不再再““一一声声叹叹息息””

齐
言

法律应为个人信息护航

@谢庆富：我国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
的法律、法规等已多达200多部，但缺一个

《个人信息保护法》。社会对个人信息保
护立法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个人信息保
护法》应在两大方面有所作为：一是对政
府部门利用公权力泄露个人信息应当加
以重点规制；二是对一些大众服务类企
业，诸如金融、电信医疗等单位，对客户
信息的保护应当作出严格的规定。

九
点

住了几天院，药品推销电话
多起来

@宋振东：笔者曾在济南一家
医院因病住过一次院，出院后，结果
三天两头有人给我打电话推销各种
各样的药品，北京、上海、广州、河南
等全国各地的都有，并且病情说得
很详细很准确，我一直在纳闷，这些
药贩子怎么会知道我的详细地址、
电话和病情，看来我的住院信息被
人卖了。

葛原生态

治理有偿补课
需要知难而上

□张九龙

刚生了孩子，就有保险公司业务员
来电，劝你给孩子投保；刚买了房子，装
修公司、房产中介就不断联系你；孩子刚
打过疫苗，就有人以领取补贴的名义进
行电信诈骗……信息时代，公民信息的
黑色产业链不断“做大”，个人隐私成了

“公开的秘密”。
济南20万孩童信息打包售卖，只是

公民信息泄露的冰山一角。公民信息“大
数据”泄露，让你我都变成了“透明人”，
直接侵犯了每个人的隐私权，降低安全
感。这些信息轻者成为商家电话推销的

“通讯录”，重者成为犯罪分子实施盗窃、
抢劫的“导航仪”，想想就让人脊背发凉。

然而，震惊、愤怒、焦虑过后，大家却

只剩下一声无奈的叹息。受害人无法知
道信息由哪儿被谁泄露的，或者即使知
道也没有证据去证明，维权自然无从下
手。这是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最大难点，
也是公众最期待和最渴望公权力解决的
问题。

其实从技术上对泄露的信息追本溯
源并非难事，难的是如何追责和堵住漏
洞。根据刑法“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罪”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
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泄露
公民信息要负刑事责任。然而在现实生
活中，房产公司、物业、中介机构、教辅机
构、酒店、物流公司等机构甚至个人，泄
密的现象屡见不鲜，法律却没有规定，这
让不法分子有了空子可钻。

同时，目前法律的利剑仅指向个人

违法行为，对于泄露信息的单位并没有
相应制裁，这也就给一些部门“推太极”

“踢皮球”留下了空间：“我们单位信息安
保程序很严格，检查过了，肯定不是我们
泄露的。”护犊子也好，遮羞贴金也罢，往
往这么不疼不痒的一句话就给搪塞了过
去。相关部门面对质疑不真正自律，反倒
忙着自己给自己“正名”，终将自受其害。

解决公民信息泄露问题，亟需完善
立法和加强监管。只有不留死角地织密
法网、加大惩处力度、提高法律的震慑
力，才能让公民信息窃无可窃；只有引入
第三方监管、完善信息技术保护手段、建
立问责制度，才能让公民信息泄无可泄。
如果连这些最基本的救济途径都没有的
话，公民信息的保护就无从谈起，“叹息”
还得持续。

□曲征

5日，历下区教育局印发《严
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
偿补课实施方案》，对中小学校和
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进行治
理，力争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
报一起，对监管不力、问题频发、
社会反响强烈的学校，严肃追究
涉事学校主要负责人的责任。（详
见4月6日《齐鲁晚报》“课上不讲
课后补，历下‘零容忍’”）

具体来说，在职教师有偿补
课有以下几种弊端。一是加重学
生课业负担，将节假日变成了“第
三学期”，剥夺了学生的休息权。
二是有些教师“课上不讲，补习班
里讲”，损害了教师职业道德。三
是不菲的补课费加重了学生家庭
的经济负担。四是个别教师把在
校任教当做“副业”，全身心投入
到补课中去，影响了教学质量。

因此，治理有偿补课势在必
行，但这些年来补课禁令却总是
难以落实。其原因一是有些地方
教师待遇偏低，致使有些教师依
靠有偿补课来增加收入。二是补
课教师众多，“法不责众”的思想
让他们有恃无恐。三是有偿补课
具有隐秘性，若不举报很难被发
现。四是有关部门只是出台补课
禁令，缺乏行之有效的惩治措施。

要治理有偿补课，就必须下
大气力来抓，在提高教师待遇的
基础上，知难而上，点面结合，综
合治理。既要宣传教育，自查自
纠，又要全面检查，集中整治。具
体步骤，可以先宣传教育并给出
教师退出补课市场的时间表，时
间一过，就要让补课禁令发威，不
仅补课教师受到处分，所在学校
的领导也要为此付出代价。只要
拿出抓铁有痕的力度，治理有偿
补课并非难于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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