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近日，一则关于携程旅行网支
付日志存在漏洞，用户银行卡信息
会被黑客任意读取的消息在互联
网上广泛传播。有知情人表示，此
次泄露的信息足以用于信用卡克
隆，建议用户更换信用卡。

看罢这则消息，很多没用过携
程网支付的人或许还在暗自庆幸，
但转念一想，自己在办理各种会员
卡、使用各类软件应用的时候，恐
怕都有登记个人信息的过程。像携
程网这种专业性的大型网站都存
在泄露信息的可能，那同类的事情
会不会经由其他途径再次发生，个
人信息的安全到底如何保障，都是
值得深思的问题。

如今，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

“出卖”个人信息的机会是越来越
多了。软件提供商在提供服务时，
动辄要求客户填写姓名、身份证
号、手机号，一些互联网金融产品
甚至还绑定了用户的银行卡。而用
户在一些实体店消费，哪怕商家只
有很小的门头，为了办理可享受一
定优惠的会员卡，都得提供姓名、
手机号。甚至有商家做起了“赔本
赚吆喝”的生意，只要用户登记注
册一下，就有礼品相赠。在商家的
热情利诱之下，越来越多的人“自
愿”地奉上个人信息，而为了这“蝇
头小利”到底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恐怕也少有人费心思量了。

或许有人会说，商家的技术手
段越来越专业，有的还承诺全额赔
偿损失，但事关个人信息安全，钱
有时候不能弥补一切。就拿这次信

息泄露事件来说，携程承诺未来倘
若发生安全漏洞并引起用户损失，
将给予全额赔付。而一些关联用户
银行卡信息的互联网支付平台，也
以写有“与某某保险合作”“损失全
赔”的声明，给用户吃下“定心丸”。
不过，在个人信息泄露的过程中，
追回财产损失只是伸张权利的一
部分，并不能保证日后不会得上后
遗症，如广告短信、推销电话等。这
些最能唤起保护个人信息意识，也
是人们最痛恨的麻烦事，恰恰也是
最容易被忽视的。

仔细想来，有关个人信息的保
护，还存在很多尚待解决的问题。
到底哪些机构有权收集个人信息，
谁有资格为信息安全作保证；登记
哪几项信息是合法且必要的，又该
用什么方式储存；商家机构该如何

做出风险提示，出了问题怎么厘清
责任？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仍旧“在
路上”，这些问题都在呼唤一整套
个人信息保护机制，仅靠那种动辄
几千字、令用户头晕眼花的“告知
书”，恐怕很难让人心安。尤其在个
人信息日益与经济利益绑在一起
的今天，不能让“蝇头小利”轻松地
蒙住了老百姓的眼睛。最怕的就是
直到出现了信息泄露事件，还不能
唤起人们对信息安全的保护意识。

就在前不久，美国一家公司宣
称将打造一款服务，只要用户“交
出”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个人信息，
就能获得每月8美元的报酬，这一构
想足以体现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
经济价值。而越是有价值的，越需要
人们珍视，也需要法律制度等跟上
步伐，给予其更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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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诱之下，信息与安全何以“携程”
在商家的热情利诱之下，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地奉上个人信息。最怕的就是直到出现了信息泄露事

件，还不能唤起人们对信息安全的保护意识。

摆脱观念束缚，让技能型人才受捧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教育部官员日前透露，我国即
将出台方案，将技能型人才的高考
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分开。高考

“指挥棒”的每个指向都会引起社
会极大关注，这次也不例外。选择
哪一种成才之路更适合孩子将成
为很多学生家长不得不深思的话
题。

教育部酝酿高考新政显然有
现实考量。尽管高校扩招已有多
年，但是人才的供给和需求仍然呈
现出结构性的不平衡，简而言之就
是技能型人才相对较少，与此相应
的问题是大学生就业难持续多年。
用好高考“指挥棒”，调动更多的学
生成为社会急需的技能型人才，应

该是决策者们最大的初衷。但是，
技能型模式的高考能否就此拓宽
学生们的成才之路？面对这个问
题，现实不容乐观。

其实，现有的职业教育一直肩
负着培养技能型人才的责任，加强
职业教育也是教育部等部门多年
来不断重申的话题。职业教育没能
扭转弱势地位，不仅仅是经费投入
不足的问题，还有社会观念的束
缚。说到技能型人才，很多人首先
想到的就是“蓝领”，比起“白领”、

“金领”低人一等。实际上，很多“蓝
领”薪水并不低，像家装、汽修、家
政等行业的收入已经让很多办公
室里的职员羡慕不已。但是，“白
领”的心动仅止于此，转身改行的
并不多。

很多年轻人之所以没有勇气
去做“蓝领”，就是受了传统观念潜
移默化的影响。大多数家长灌输给
子女的启蒙教育，就是长大了做科
学家、艺术家等，从事“高大上”的
职业，鼓励孩子做建筑工和装修工
的恐怕不多。很多学生从小就在这
种观念的指引下，向着学术型人才
的方向奋斗，也无论自己是否适
合。在官本位的影响下，更有人盼
着子女成名成家之后，还能在仕途
获得发展。这样的人才成长之路因
为背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注定只
能是崎岖狭窄的羊肠小道。

当前，各地都在热议经济结构
转型，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由粗
放向精细转型。实现这个转型，必
须有相应的人才基础。没有高素质

的技能型人才，就不可能有高质量
的“中国制造”。顺应社会的大势所
趋，也是大多数人实现人生价值的
正确选择。我们一年又一年眼看
着许多人为一个“白领”或者公务
员岗位激烈竞争，就不能再对现
行的高考模式无动于衷，唯有改
革才能逐步解决问题。但是技能
型人才模式的高考能产生多大引
力，能否避免现行职业教育的尴
尬，社会观念能否产生大的改变
至关重要。当年老舍谈到子女教
育时，曾经提出“不必非上大学不
可”，愿他们“能以血汗挣饭吃”。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再补充一
句，上大学也不必非成为学术型人
才不可，做个“蓝领”凭技能吃饭一
样是光荣的、幸福的。

规模不等于产量

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并
非完全正相关。规模经营主体或
大户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是事
实，但他们在耕种大面积土地时，
很难像小户一样实现精耕细作，
雇工帮忙时如果再管理不善，那
土地产出率降低、经营亏损几乎
是一定的。既然这样，土地流转规
模就不该是越大越好，而是要有
个度。如果缺少度的把握而任由
土地大面积流转，经营规模是变
得可观了，单产却没像预期那样
增加，这种流转还有什么意义呢？

关于土地流转的“顶层设
计”，一直都在强调规范有序流

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但是在上
下之间的个别地方，在土地流转
问题上却一味地“贪大求快”，甚
至把土地流转的快慢、土地经营
规模的大小当成农村改革成效的
评判标准。

土地流转不能拔苗助长，更
不能搞大跃进，人为垒大户。总体
来说，还是要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程度、农业生产手段改进程度、农
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及经营主体的
管理水平等相适应。在此过程中，
必须要保证的就是尊重农民意
愿，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
农民，让农民唱主角。扶持但不包
办，引导但不替代，真正做到土地
流转能够惠民、利民、富民。(摘自

《人民日报》，作者朱隽)

葛评论员观察

葛媒体视点

□邓子庆

16辆校车实有座位228个，却
变成536个，并以此多补贴近10万
元。日前，沈阳市于洪区正在对这
起冒领财政补贴事件调查追责。
据规定，每辆校车都要经过教育、
公安、学校、交通等6个部门盖章
审核。然而，6个公章仍然未能阻
止造假。当地教育局负责人称，是

“疏忽大意了”。(3月23日新华网)

通过虚报座位数多领补助的
手段，并不见得何等高明。要知
道，每辆校车在申请使用许可时，
都必须详细登记车牌号码、核载

人数、服务学校、机动车所有人等
相关信息，并由多个部门审核盖
章；另外，校车行驶证上也明确载
有核载座位数，这些信息一目了
然，核实座位数压根儿不是难事。
缘何需要那些少领补贴车主去举
报才能发现问题呢？

不管怎样，冒领校车补贴已
经在有些人的“疏忽大意”中发生
了，但愿当地的纪检监察机关不
再“疏忽大意”，彻底解开冒领补
贴事件的谜底，坚决依法给予责
任人应有的惩处。若是几个“疏忽
大意”就帮各个盖章的部门洗清
了责任，难保类似的事情不再发
生。若是因为补贴上的问题，导致
校车安全也“由忽大意”了，学生
们的生命又该由谁来维护呢？

葛公民论坛

校车补贴不容“疏忽大意”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如果我们简单把审批权放给市
政府县政府，它并不关心车卖出去
造成的尾气危害，权力外部性的问
题应该由哪级政府管理？

在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政府放
权要在不同政府之间确定管理责
任，应该明晰权力的层级划分。

你让部门去主导，就是我在部
门里我也一样，舍不得。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
授周其仁看来，改革需要划清政府
和市场的界限，但界定这个关系不

能由现在的监管部门主导。难以割
舍的既得利益，往往会成为改革的
绊脚石。

晚上给在保定留守的父母打电
话，周末准备坐高铁回去看房子。

一位在北京工作的保定人如是
说。保定成为“北京政治副中心”的
传闻，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当地的房
地产业，但房价先行的经济模式会
不会潜藏某种危机，值得深思。

葛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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