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
份陕西师范大学老教授亲笔
书写的录取通知书，刚刚为

“被志愿”的青岛胶州考生常
升“恢复志愿”，一则消息又把
另外两个“常升”推到人们面
前——— 单县一中两名考生的
高考志愿被同班同学陈某篡
改，没有如愿收到原本报考大
学的录取通知书。

两起“被志愿”事件的接
踵而至，再次以冰冷的事实告
诉人们，“被志愿”并不是某些
专家口中罕有的“个例”，而是
带有某种“多发性”的现象。最近
两年被公开报道过的此类事件
也可作为这一判断的有力证
据——— 山西万荣县考生贾文林
高考志愿由一批A类五所院校
被篡改为二批A类仅一所学校，
河南周口市考生杨某霞的提前
批军事院校志愿被改为一所
二本院校，福建漳州考生徐冰
悦原本填报的十个高考志愿

被改得只剩倒数第二个，浙江
萧山第二职高十多名学生的
高考志愿被篡改，诸如此类。

如果仅仅属于“个例”，那
么，“被志愿”事件其实并不难
以处理，及时对受害者施以

“救济”，恢复其志愿，就已经
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但是，
如果“被志愿”不是“个例”，而
是一种“多发性”的现象，那问
题就要严重和紧迫得多了。

当务之急就是对既有的
志愿填报系统进行升级改造。
从已经披露的相关细节上看，
虽然“被志愿”者本人在个人
信息保密方面有所疏漏，但填
报系统本身的安全隐患才是
问题的要害。一个关乎那么多
考生核心利益的志愿填报系
统，对未经当事人授权的登录
没有足够强大的防范能力，这
是不可原谅的。别说是现成的
信息技术已足以解决这个问
题，就算没有这种现成的技

术，也应该投入充足的资源进
行课题攻关，无论如何，要首
先确保考生信息的万无一失。

与此同时，如何对待“被
志愿”事件中的肇事者，这个
问题必须尽快给出答案。从这
几天舆论的反应来看，人们在
如何处理篡改同学高考志愿
的郭某问题上呈现出了某种程
度的混乱。别说是普通群众，即
使是法律专家，对同一个问题给
出的结论也是迥然不同。比如，
有人依据宪法、刑法以及全国人
大《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
定》，认定郭某偷改他人志愿涉
嫌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罪和破坏
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有人则认
为，对郭某虽可以追究民事责
任，也不排除治安处罚、教育
处罚等行政处罚，但“翻阅刑
法，无法找到一种罪名能够涵
盖这种行为”。

显然，已成为生活中具体
案例的“被志愿”，跑到了立法

的前面，或者说表明了相关法
律的滞后。那么，对于篡改他
人高考志愿究竟应该适用于
哪些法律法规，迫切需要给出
具有权威性的明确解答。如果
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中没有现
成答案，就应该及时做出相关
的司法解释或做出有针对性
的制度设计。

另外，“被志愿”事件的多
发性其实也是一种道德危机。
出于私利或者某种阴暗心理，
连偷改别人高考志愿信息这
样的事情都干得出来，其道德
的败坏恐非一日之功，道德教
育上的缺失由此可见一斑。在
这方面，家庭和学校必须要有
所作为。

总之，对“被志愿”事件的
多发性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并
且要及时从信息技术、法律制度
以及道德教化方面拿出强有力
的应对措施。否则，“常升”恐怕
要更频繁地涌现出来。

“被志愿”的多发易发更可怕

乐见“免费公交”缓解修路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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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河北省廊坊市近日发布
通知称，从8月7日起截止到9
月1日，该市市区范围内所有
公交车全部免费乘坐。原来，
廊坊市正在实施热电联产集
中供热管网工程，市区多条
道路受施工影响出现部分断
交的现象，为了缓解交通压
力，就有了免费的公交。

热力维修配套免费公
交，这还真是项新鲜举措。在
经济杠杆也就是出行成本的
诱导之下，若是真能让一部分
人由日常的私家车出行改为
乘坐公交，道路施工给市民带
来的痛感想必会减轻许多。类
似热力改造这样的市政工程，
着眼的是城市的长远利益，施
工期间的道路出行条件，则集
中反映了市民的短期感受，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短期

让步于长期是必要的牺牲，
可如何减轻牺牲带来的痛
感，换来市民的理解与支持，
仍是城市的决策者、管理者
不能忽略的课题。

廊坊目前面临的现实问
题是具有普遍性的，由于当
初规划建设缺乏预见性，或
是相关设施的修建不达标，
很多城市都有欠账要补，先
进的综合管廊建设、科学的
道路网络铺设等，不一而足。
随着城市的扩张、人口的集
中，欠账给城市发展造成的
阻碍越发明显，相当一部分
靠小修小补也已不起作用
了。该还的账要还，该补的课
要补，要想跳出温水煮青蛙
的悲剧结局，城市的决策者
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有作
为总比碌碌无为更值得点
赞。同时需要考虑的是，要在
已有的城市设施基础上破土
动工，必然要打破现有的城
市状态，这难免会让部分市
民短期内利益受损。

一个是长期利益，一个
是短期感受，从伦理上讲自
然是后者服从于前者，只不
过，短期痛感是真真切切存
在的，要求利益受损的人都

“心甘情愿”未免有些理想化
了，尤其很多时候，相对大局
而言的局部牺牲是个体所不
能承受的。就拿道路封闭或
半封闭施工来说，附近居民
出行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上升还只是“小事”，沿路的商
铺客源锐减、入不敷出，破坏
力则是毁灭性的。换句话说，
即便有“觉悟”，现实的困难也
是客观存在，于是，城市道路
施工明明是好事，却常常招来
民间的不满之声，这就是现
实困难在舆论场上的反映。

担心引发怨言就裹足不
前，肯定是不值得提倡的，但
对民众的不满置之不理，也
是不足取的，这就需要城市
决策者在着眼大局的基础
上，也配套为利益受损群体
开一些“镇痛”的方子，而不

是把服从大局的压力都加诸
在他们身上。廊坊用免费公
交配套热力维修，就是这样
的思路，既然道路资源紧张，
那就由政府提供成本更低的
出行选择，更何况，考虑到道
路拥堵造成的时间成本、能
源成本以及环境成本，在公
交出行上增加投入也是划算
的。当然，经济上成本收益的
考量是次要的，关键是免费
公交体现了当地官方是了解
民间疾苦的。

受损的利益得到一定程
度的补偿，决策者的诚恳态
度也让市民有所感受，有助
于民间舆论由不满转向支
持，这对城市还欠账的大局
是有好处的。当然，未必只有
降低公交出行成本这一条
路，对于受损情况不同的群
体也要有更为精细的安排，
但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当
短期利益让步于长远利益
时，要有相应的成本分担机
制适时推出。

如何看巴铁背后的P2P身影

□余丰慧

这两天“巴铁事件”一石
激起千层浪，已经把巴铁项
目以及企业与设计者、投资
者置于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据说，这个颇具想象力的“空
中巴士”——— 巴铁1号试验车
在河北秦皇岛北戴河区的综
合试验现场进行了实验。巴铁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介绍，巴铁
1号试验车为一节车厢，车长22
米，宽7 .8米，高4 .8米，额定载客
数为300人。“巴铁”，是一种横
跨两条街道，行驶在小轿车
头顶上的大型“立体巴士”，
一经推出，受够了早也堵、晚
也堵的人们，自然是喜闻乐
见、拍手叫好。

不过，随之而来的质疑
声也响彻云霄，诸多主流媒
体都发出了质疑声。据报道，

“巴铁”这次幕后的资本推手
是一个叫“华赢集团”的第三
方财富管理平台。这家公司
与打造立体快巴的巴铁科技
有着密切的联系。还有媒体
披露，目前巴铁科技公司的
投资方华赢集团正进行私募
基金募集。更加令人不解的
是，项目投资企业与理财平
台的“华赢集团”的老总是同
一个人，许诺给投资者回报
为10%-13%。

现在尚不能妄加猜测借
助巴铁项目利用P2P方式、以
高息为诱饵大肆非法集资，
但是仅从项目本身来看，以
巴铁项目为标的采取网贷平
台募集资金方式是十分不合
适的。以对项目的简单了解

看，所有互联网金融现有产
品都不适合巴铁项目筹集与
募集资金方式。目前的互联网
金融的网贷、众筹以及互联网
金融理财产品等方式，绝大多
数只适用于传统成形规范化
的理财投资项目，以及适用于
短期固定或者有限浮动收益
的短平快投资项目。

然而，巴铁项目是风险
很大的创新性大项目，这一
项目最少有两个特点：一是
项目风险大，科研创新含量
极高，成功与失败的不确定
性强；二是项目周期非常长、
项目自身规模很大。这样的
项目决定了筹集募集资金的
手段只能有一种方式，就是
风险投资，即VC。以笔者看，
巴铁项目连私募股权投资方
式的PE都不适合。监管部门
应该对巴铁项目背后的大规

模P2P网贷融资方式风险予
以提示，提醒投资者特别是
个人投资者不要涉及这类项
目。同时，必须查清巴铁项目
公司是否借助此项目公开募
集资金，是否有利用互联网
金融P2P方式集资等行为。

在P2P正处在风口浪尖
时，巴铁项目被曝出此类募
集资金行为，对所有投资者
都是一个警示。在金融日益
多元化的今天，所有投资者
都要学习一点金融知识，提
高识别风险的能力，以防止
被高息承诺而诱骗，被天花
乱坠、滔滔不绝、声势浩大的
轰炸式推介所迷惑，把自己
的血汗钱拱手送给“骗子”并
且还帮助骗子数钱。

如果仅仅属于“个例”，那
么，“被志愿”事件其实并不难
以处理，及时对受害者施以“救
济”，恢复其志愿，就已经解决
了大部分的问题。但是，如果

“被志愿”不是“个例”，而是一
种“多发性”的现象，那问题就
要严重和紧迫得多了。

□侯坤

一辆车，一个隐藏的摄像
头，每晚11点左右准时守候在首
都机场外，专门接空姐订单。连日
来，一名特殊的网约车司机“火
了”，这名司机的另外一重身份，
是某网络平台的主播，而他直播
的内容，正是其在车内与空姐聊
天的过程。（8月7日《新京报》）

随着网络直播终端从PC
端走向移动端，直播已开始步
入“全民时代”。与此同时，网络
直播中的色情、暴力、侵权等问
题也随之凸显。更值得一提的
是，目前网络直播的乱象，已从
纯粹的网上行为走向网下，对社
会安全、公序良俗等造成了诸多
现实威胁，形成了网上网下的
危害互动。

不难看出，这名特殊的网
约车司机兼网络主播，之所以
每晚如此“辛辛苦苦”地在机场
专候空姐，无非就是为了迎合
一些观众“猎奇窥私”的心理聚
拢人气，增加点击量，以赚取更
多的利润。殊不知，这种行为已
侵害了他人的隐私权、表达权。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网络
侵害人身权益”的司法解释规
定，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
者利用网络公开自然人私人活
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
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其
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这就是说，视频中的空姐
可起诉直播的司机。

网络主播任性偷拍应受到
处理，网络直播平台也难辞其
咎。有鉴于此，有关部门在加大
专项整治力度的基础上，还需
进一步研究出台操作性强的具
有刚性约束的监管法规和惩戒
措施，尤其要明确直播平台和
网络主播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完善互联网内容相关的分级制
度和“黑名单”制度。“黑名单”
要与统一的社会征信体系对
接，真正让个别网络主播为自
己的不文明行为背上更多“惩
戒成本”。如此，才能有效防止
网络直播平台和主播游走在涉
黄和侵权的边缘。

对直播偷拍的任性

施以法治的刚性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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