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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有“色狼地图”还远远不够
□郝冬梅

星报时评信箱
xbxy2010@126.com

02 2016年9月1日星期四
星级编辑蔡富根 | 组版李静 | 校对刘军

XING BAO SHI PING星报时评

WEI SHENG YIN微声音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

清华老师被骗千万
说明了什么？

□刘鹏

FEI CHANG DAO非常道

情报 王恒/漫画

8 月 30 日，一则由清华大学液晶大楼物业服务中心发布的“警情通报”热

传。通报称，8 月 29 日 23 点 25 分，中关村派出所 110 接报，北京市海淀蓝旗营

小区清华大学一老师，被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1760万元。（8月31日《新京报》）
早在徐玉玉遭遇电信诈骗不幸猝死之初，就有网友预言，类似的诈骗案件

以及相关新闻报道，将会出现“井喷”之势。果不其然，徐玉玉之后，宋振宁等

受害者相继被媒体报道。特别是，一些大学生被骗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

为此，有网友调侃称：难道 2016 年是“傻姑娘年”“傻大学生年”？言外之

意，个人的素质、水平与能力，特别是防范意识等，是避免被诈骗的关键。当

然，这种认知是没有错的。但清华老师等“高尖端人才”也纷纷被曝受骗，这又

能说明什么呢？

很明显，电信诈骗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泛滥之势。而且预防诈骗，个

人防范只是第一步，也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如果公安部门的打击力度，电信等

单位的防控能力，银行账户的管理力度，相关个人信息的保护等都集体失责或

者失守，个人就算再警惕，再天才，明显也是无法独立抵御诈骗的。

比如徐玉玉，骗子能够准确地知道她的电话，并且知道其考上了大学，有一

笔助学金要办理手续等信息。遇上这样的“精准诈骗”，有几人能够完全防范？

徐玉玉那边，6 名犯罪嫌疑人虽然已经悉数落网，但相关信息泄露的途径、

责任人等，依然尚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边，清华老师又遭遇类似骗局。如

此接二连三悲剧的发生，如果一定要说明什么的话，除了要加强个人的防骗意

识外，明显还有要加大信息保护的力度，以及对类似诈骗案的重视程度、打击

的力度！

否则，谁又能够保证，即便自己比清华老师还高知，就不会遇上“总有一款

适合我们”的诈骗？谁又能够保证，我们一旦遇上这样的诈骗，就一定能够保

证不上当受骗？

人为推高城镇化率
缘于政绩饥渴
□刘剑飞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强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不能靠

行政命令、搞运动式，但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一些地

方层层分解、相互攀比、调整口径，存在人为推高城镇

化率数字乱象，影响新型城镇化水平与质量持续提

高。（8月31日《经济参考报》）
从报道看，这种人为推高的城镇化率一方面采用

调整统计口径来实现，比如通过撤县设区、撤乡镇设街

道等，通过这种方法将城市中的城中村、城区近郊农村

人口转移为城镇户口，采用这种“一夜城镇化”、农民

“被城镇化”的模式提升城镇化率，这种数字上的城镇

化带来的后果是，城镇面积摊大饼式地盲目扩张，另一

方面，大量农民即使“被城镇化”，也不愿离开土地，不

仅导致城镇化率有名无实，而且造成城镇“地广人稀”，

出现大片土地荒芜、厂房闲置等现象，土地利用效率低

下，造成严重资源浪费，导致城镇化率有名无实。不管

是城市化的盲目扩张还是农民不愿离开土地，这些所

谓的城镇化都是人为堆砌出来的泡沫，经不起任何发

展风险和市场冲击，因此，这种城镇化只是出于政绩焦

虑下的一种自欺欺人，是政绩饥渴的体现，暴露出一些

地方城镇化发展的急于求成。

为何会出现这种人为的城镇化？说到底，还是一

些地方功利思想在作祟，城镇化率无形中代表着一个

地方的发展成绩，也是一个地方政绩的体现，城镇化率

越高，代表着一个地方经济发展越迅速，也代表着地方

领导的能力。正是基于这些因素，一些地方才会对城

镇化率那样在意，不惜弄虚作假，在数字上注水分，做

手脚，画饼充饥，只是这种“城镇化”除了数字上的养

眼，没有一点实际意义和价值，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

化，注定是虚幻的泡沫，没有任何抵御风险的能力。人

为推高城镇化率不是真正的城镇化，暴露出的是一些

地方的急功近利和急于求成，也是一种浮躁政绩观的

体现，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作风。

8 月 29 日凌晨 3 点，北

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大三学

生康宸玮发了一条朋友圈：

努力想把这个问题讲明白，

完稿的感觉很开心。康宸

玮口中的“这个问题”，指的

是“校园性骚扰”这一并不

鲜见，又几乎“无计可施”的

社会现象。而他刚刚完成

的稿件，则是一篇聚焦“校

园性骚扰”的调查报告。这

篇一万三千余字的报告，依

靠公开途径获得的60个同

类案例。而根据这些数据

康宸玮绘制了一份“北师大色狼分布图”。（8月31日《新京报》）
这位小伙子的创意还是挺好的。他总结了北京师范大学校园的性骚扰案

例，不仅写出了调查报告，还依据调查报告绘制了一张“色狼地图”，将色狼在校

园最容易出现的地点、时间标注了出来，让女生依据这个“色狼地图”，绕开这些

路线，减少性侵案件的发生。

不过，仅仅有“色狼地图”也还是不够的。就像北京师范大学这个地方，既然

学生绘制了这张“色狼地图”，就应该把“色狼地图”变成“防范路线”。学校应该

安排安保人员，加强对这些地方的巡逻。还应该在技术上进行提升，在这些色狼

容易出没的地方安装监控设备，一旦发生问题，可以在第一时间为警方提供侦破

线索。需要思考的还有，为何这些地方容易有色狼？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些地

方更易于作案，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些地方在设计上是存在缺陷的，可能过于隐

蔽。那就应该对这些地方进行改造。

可以说，“色狼地图”还是比较科学的。这是因为其综合了60多起案例，深度

剖析了作案的地点和时间，通过比对绘制而出。这样的创意倒是给了我们一个

有益的启迪。“色狼地图”虽然好，却也仅仅是一个校园的地图。性侵案件不仅发

生在校园，社会的各个角落都隐藏着色狼。我们的警方是不是也能够综合分析

社会上的性侵案件，绘制一张社会版的“色狼地图”？如果也能绘制这样一张“色

狼地图”，并且广而告之的话，对于女性的保护是有一定意义的。

对于警方而言，还应该从“色狼地图”中读懂人们的无奈。性侵害、性骚扰为

何多发？一方面是文化的污染严重，打开网络，很多内容都涉及黄赌毒。少些乱

七八糟的污文化，就能少些色狼。另一方面，对于色狼的惩罚需要提高标准，当处

罚手段“心太软”的时候，谁会畏惧？如何让色狼畏惧，也到了该思考的时候了。

快递单成“泄密单”
监管成啥了？
□谢晓刚

近日，刚考上大学的山东女生徐玉玉，因近万学费

被骗走而猝死，引发广泛关注，个人信息被泄露再度成

为舆论焦点。近日，有读者反映，有人在网上叫卖福建

地区的快递单，泄露客户信息(包括姓名、电话、家庭住

址等)，“快递单打包出售，平均每张卖 6 分或 8 分钱”。

（8月31日东南网）
就事论事，快递单都成了“泄密单”，就真的一点办

法都没有？是案值不够大，不愿意劳师动众还是根本

就不作为？

一边是不断因信息泄密而引发的各类重大事件，

一边是国家不断出台的相关法律条文，但事件却没有

因此而停止发生。在很多人看来，互联网时代，个人信

息想保密确实很难，不能总怪法律不健全、监管不到

位。话可以这么说，但理却不能是这么个理。

每出一个大事件，总有有关部门站出来义正言辞进行

表态，也总会有各路媒体跟踪报道，引发新一轮大讨论，然

后呢？然后事情过去了，第二天太阳依旧，生活依旧，该管

的还是没有管起来，各种个人信息交易渠道依然猖獗。

执法难是个现实问题，可能存在取证难、案值小难

立案等因素，但面对快递单成了“泄密单”，网上到处叫

卖的现象，监管部门不能成了“睁眼瞎”，连普通百姓都

能够通过网络找到卖家，监管部门为何不能主动作为，

将这些送上门来的线索摸个门清，查它个底朝天，挥起

法律大棒，打掉其嚣张气焰。

法律之法乃惠民之矩，监管部门乃掌执典律之人，

百姓不将目光投向你，投向谁？依法治国，除了百姓要

遵纪守法之外，更要让百姓看到法律之威严，树立百姓

对依法治国的信心。因此，有人在网上叫卖福建地区

的快递单，泄露客户信息，快递单成“泄密单”，监管不

能没有声音，更不能没有动作，否则，不仅会让民众失

望，更有损法律之尊严。

介绍优缺点
你真的会吗？

①谈论优点，不能泛

泛而谈，要根据面试职

位，有针对性地介绍，让

你的优点成为说服别人

录取你的充分理由；②说

到缺点，可以说一些表面

是缺点，实际却是优点的

特征，最好能用事例说

明；③也可以说一个明显

的缺点，但必须举出例子

说明你是怎样克服的。

@人民日报

这些关于近视的
“经验之谈”，别信

①戴眼镜会导致度

数加深；②眼镜度数最好

配低一点；③戴眼镜会导

致眼球变形；④不管怎

样，眼镜不需要一直戴

着；⑤近视不是病；⑥假

性近视不需要佩戴眼镜；

⑧经常上网会造成视网

膜脱落；⑨护眼灯或眼保

仪能缓解近视；⑩真性近

视可针灸、按摩治疗。

@人民日报

群众表情是一面镜子
可以照出干部的好与坏

干部是要为百姓办事

的，这本来是很清楚不过

的事。但总有那么一些干

部，习惯性地把领导点头

当劲头，有意无意置群众

的需求于不顾，更有甚者

动辄对群众吹胡子瞪眼睛。

人民日报的文章说，

群众表情是一面镜子，可

以照出干部的好与坏。有

的干部习惯高高在上，对

群众冷漠，群众自然不愿

搭理他，见了面也会脸无

表情；有的干部喜欢做样

子，表面文章做得好，群众

自然不买账，脸露不屑。

急救事业绝不是一门
见钱眼开的“生意”

随着人们对救护车

的需求越来越大，不少地

方出现了“黑救护车”。

救护车乱象带来的更可

怕后果是“要命”。救死

扶伤变成了帮倒忙，收钱

急救沦为“图钱害命”。

人民日报文章指出，

急救事业绝不是一门见

钱眼开的“生意”，对急救

领域出现的种种乱象，各

地职能部门绝对不能放

任自如、“蜻蜓点水”，当

务之急就要走出“割韭菜

困境”，坚持堵疏结合，放

管结合，以法治和监管的

利剑，激活市场资源，培

育整体向好的急救市场

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