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严打电信诈骗对不起离世女孩

2016 年 8 月 25 日 星期四

编辑：娄士强 组版：马秀霞A02 评论

今年夏天，18 岁的临沂女孩
徐玉玉以 568 分考入了南京邮电
大学，可还没等到开学，家人给她
凑的 9900元学费就被电话那头冒
充教育局工作人员的骗子骗走
了。在和家人到派出所报案回来
的路上，女孩突然昏厥，经抢救无
效，最终离开了人世。18岁女孩的
离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提醒人
们，惩治电信诈骗到了刻不容缓
的地步，只要这个毒瘤存在并蔓
延，就还会发生下一场悲剧。

以发放助学金名义实施诈
骗，是很典型的手法，单论圈套的
复杂性或者诈骗金额的多少，这
起案件只是“小巫”。如果不是女
孩的离世给公众心理造成巨大震
动，这起“平平常常”的电信诈骗
案很可能就被舆论忽略掉了。这

本身就很悲哀——— 电信诈骗已经
泛滥到让公众见怪不怪的地步
了。电信诈骗多到让人麻木，反映
的其实是社会治理的综合问题，
在每一起电信诈骗案的背后，总
能暴露出多个环节的失守。女孩
徐玉玉的个人信息和家长电话，
是怎么落到骗子手里的；骗子胆
敢使用真实的电话号码实施诈
骗，提供的又是明确的银行卡号，
他们为何就不怕实名制……

或许正是因为失守的环节太
多，涉及的责任方太复杂，电话诈
骗案件的破案率低得惊人，尤其
要警惕的是，这很可能助长犯罪
分子的嚣张气焰。越是破不了案，
骗子的风险就越低，相对而言，施
骗的收益也就越高，如果骗子常
常得手却又不受制裁，只会更加

疯狂地作案。
现在有种说法，认为应对电

信诈骗的关键是增强防骗能力，
甚至还有人觉得被骗的人要多从
自身找原因。注意防骗确实重要，
可别忘了，电信诈骗越是容易得
手，骗子就越有本钱不断升级，谁
能保证永远不被骗呢？更何况，就
算多数人防骗能力提高，那也只
能让弱势群体暴露得更明显。就
像这名 18 岁女孩，家里本就贫
困，家人用的还是直板手机，她到
哪里去获取防骗经验呢？一旦被
骗，她又如何承受得住压力呢？

从保护公民财产安全的角
度讲，从保护弱势群体的角度
讲，再从维护法治环境的角度
讲，对电信诈骗就必须施以雷霆
手段。的确，骗子很狡猾，有的还

在境外设立窝点，给公安机关造
成了经费、人力、权限等多方面
的困难。但困难再大也不是纵容
电信诈骗的理由，更何况，近些
年在公安部统一部署之下，已有
多起电信诈骗大案被破获，增强
了信心也积累了经验。

据了解，临沂警方已就女大
学生被骗离世成立专案组。此时
确实需要办案机关趁热打铁，一
条线索一条线索地抓，让施骗者
付出应有的代价。同时，以案件
追查为契机，理顺各方责任，让
泄露或买卖个人信息的、对实名
制审核不力的、盗用他人身份信
息的，都受到应有的惩处。总之，
有必要将此案做成样本，让每一
个有心从电信诈骗中分一杯羹
的人感到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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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万元难以了断“刘伶利事件”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沸沸扬扬的“刘伶利事件”终
于有了一个说法。日前，当事方兰
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领导亲自登
门向刘伶利父母道歉，并在表示

“坚决执行法院终审判决”的同
时，一次性给予刘伶利父母总计
五十万元的“补偿”。兰州交通大
学博文学院前倨后恭的转变，虽
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舆论重压之下
做出的选择，但这种转变符合公

众的期待，应该给予肯定。
如果没有意外，舆论场上的

“刘伶利事件”到此已接近尾声。
但是，在这一事件中浮现出来的
一些问题并没有因五十万元的
补偿而终结。

保障重病职工的合法权益，
在一些没有经营压力的单位可
能不是问题，但在绝大多数有经
营压力的单位，这个问题非常突
出。在这样的单位之中，职工往
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一旦重
病缠身，极易面临被解雇的危
险。按照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相
关规定，与已不能在本单位工作

的职工解除劳动合同，乃正当的
经济人理性使然，虽然不无“冷
血”，却也无可厚非。但“刘伶利
事件”给人们提出的一个问题
是，当强势的单位违法单方面解
除与重病职工的劳动合同时，重
病的职工该怎么办？就算还有精
力找劳动仲裁找法院，并且得到
了公正的仲裁、判决，单位拒不
执行怎么办？

有人说，即便被用人单位
解雇，像刘伶利这样的重病患
者也不是孤立无援束手无策。
他们为“刘伶利们”想到的出路
是寻求社会保障体系的庇护。

殊不知，刘伶利打官司的一项
诉求就是关于社保关系的，而
这方面更多的努力，已经来不
及了。况且，既有的社保体系本
身就漏洞多多亟待完善。所以，
对刘伶利们而言，最现实有效
的帮助应该是，对当下能够“得
到”的权益，实施及时而高效的
制度救济，比如第一时间对法
院终审判决实施强制执行。遗
憾的是，这一点显然没有做到。

“刘伶利事件”还将一些问
题抛给了“野蛮生长”的教育界。
比如，作为一个所谓的“独立学
院”，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虽

然符合教育部颁发的《独立学院
设置与管理办法》，在具体运营
过程中，却分明呈现出某种合
法性上的危机以及治理结构上
的混乱。头顶着兰州交通大学
的名，却几乎完全不受母体的
管理，号称从事的是公益性教
育事业，却在劳动关系上表现
得那么急功近利不近人情。对
于这样的“独立学院”，相关主
管部门和母体学校还是早点摘
掉它头上的那顶帽子为好，免得
它沦落成一个幌子。

或许正是因为失守的环
节太多，涉及的责任方太复
杂，电话诈骗案件的破案率低
得惊人，尤其要警惕的是，这
很可能助长犯罪分子的嚣张
气焰。越是破不了案，骗子的
风险就越低，相对而言，施骗
的收益也就越高，如果骗子常
常得手却又不受制裁，只会更
加疯狂地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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