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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毛建国

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放
管服”改革，取消了一大批证明
事项，方便群众办事，取得显著
效果。但是，有的单位仍要求群
众开具一些被取消的证明，给群
众办事造成了困扰。

有这样一个案例。甘肃某县
的陈旭想申请大学生创业贷款，
被银行要求出具单身证明。可根
据2015年《民政部关于进一步规
范（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相关
工作的通知》，“除对涉台和本通

知附件所列清单中已列出国家
的公证事项仍可继续出具证明
外，各地民政部门不再向任何部
门和个人出具（无）婚姻登记记
录证明。”也就是说，单身证明已
经取消了。当陈旭找到社区居委
会时，社区表示不掌握其具体信
息，无法判断是否结婚。后来提
出，实在要开，那就找“两个无血
缘关系的人同时在场证明单
身”。

一些已取消的证明，为啥还
要开？很多人感到纳闷。这些年
来，为落实简政放权、方便群众

办事创业，方方面面出台了很多
好政策，明确取消了很多证明，
就连一些不得不开的证明也尽
可能地向网络转移。可到了现实
中，为什么还存在取而不消和开
而不易的情况呢？当前，做好“六
稳”、落实“六保”，责任重大，任
务艰巨，更需要落实简政放权、
方便群众办事创业。顺应民意的
改革，不能落实到位，不仅是给
民生添堵，而且也是给发展添
乱，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有人曾经说过，一些奇葩证
明开起来有多麻烦，取消就有多

么困难。要破解“取而不消”的问
题，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
要转变观念，真正理解改革、顺
应改革、推动改革；其次是主动
作为，加强工作衔接，实现信息
共享，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腿，
让群众少跑腿”。

近年来，奇葩证明已经成了
过街老鼠，而清减规范证明成了
主流。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
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共取消证明
事项13000多项。在现实中，类似
证明事项繁琐、重复、奇葩等“堵
点”“痛点”“难点”，在各方努力

下，确实缓解了不少。改革取得
成效，不是鸣锣收兵的理由，而
是要加大力度，“宜将剩勇追穷
寇”——— 该取消的要继续取消，
已经取消的要确保取消到位。现
在，有必要对已取消证明来个

“回头看”。在纵向上以系统为单
位，在横向上以地区为单位，把
此前公布的已经明确取消的证
明，逐一检查核实，到底有没有
取消，取消到什么程度了。

加快立法，将App关进法治笼子
□张西流

近年来，App过度搜索个人
信息的事时有发生，也带来了用
户对自身隐私安全的担忧。2019
年，App专项治理工作组开展了
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安全评估，发现一些App存在强
制授权、过度索权、超范围收集个
人信息等问题。不少知名App“店
大欺客”。比如，今年5月工信部网
站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
的App通报（2020年第一批）》显
示，当当、知乎日报、e代驾等16款

App尚未完成整改。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如何利

用好这把双刃剑，不只是科技企
业应该思考的问题。全社会必须
下大力气，解决个人信息保护面
临的突出问题，守好个人信息安
全防线。针对这一问题，国家相继
出台《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
全规范》和《网络安全实践指
南——— 移动互联网应用基本业务
功能必要信息规范》，对App超范
围收集、强制授权、过度索权等个
人信息安全问题进行了明确规
定。然而，目前手机App普遍存在

过度收集用户信息、侵犯个人隐
私问题，几乎没有受到应有的规
制和惩处。究其原因，关键在于相
关立法滞后。

在我国，关于公民个人信息
保护的规定，散见于网络安全法、
电子商务法、民法总则、刑法等多
部法律中，过于繁杂和笼统，且只
限于规范侵犯个人信息造成后果
的行为，震慑、打击力度不大，造
成个人信息被泄露和非法利用现
象泛滥成灾。为此，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近日透露，《个人信息保
护法》正在研究起草中，目前草案

稿已经形成。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部分代表委员也提出，对常用
App侵权更应重罚严管，只有依
法规制，堵上制度漏洞，才能遏制
企业侵权行为，保障用户权益。

加快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将
侵权App关进法治笼子 ,此其时
也。应尽快建立个人信息的合理
使用制度，设置专门的监督机构
与监管机制，为个人信息安全“加
密”；应尽快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采
集、使用和保密等问题制定详细
规定，为信息采集主体设定门槛，
设定必要的核准和登记程序；特

别是，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推进
数字产业规范发展和个人数据保
护立法工作，兼顾个人数据保护、
创新、效率和安全几个目标，在保
护个人权利的同时，激励社会更
好地沉淀和使用数据。比如，可基
于敏感程度对“个人数据”加以分
类，集中力量对敏感个人数据加
以保护；也可根据个人数据的性
质、使用场景以及产生的风险，来
限定用户同意和数据二次利用的
范围。与此同时，实行群防群治，
完善举报机制，强化惩戒措施，提
高违法成本。

手机App普遍存在过度收集用户信息、侵犯个人隐私问题，几乎没有受到应
有的规制和惩处。究其原因，关键在于相关立法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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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明文取消的证明岂能“取而不消”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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