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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工信部直属的
中国软件测评中心透露，
他们联合30多家单位起草
的《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
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
息保护指南》已正式通过

评审，正报批国家标准。工信部安全协调司副
司长欧阳武介绍说，这个指南能为行业开展自
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为企业处理个人信
息制定了行为准则。 （4月5日《新京报》）

无论是“40部法律难约束个人信息泄露”，
还是“目前没有哪个行业不存在信息泄露”，都
表明了一个事实：我国信息技术保护不容乐
观，甚至已形成利用个人信息从事非法获利的
黑色链条。对此，我们该如何认识呢？

一个社会背景是：个人信息已成为信息社

会的一种重要社会资源。政府机构出于政策
分析、弱势人群保护等目的，利用计算机等现
代科技对个人信息进行大规模地自动化收集
与处理。与此同时，无孔不入的商业机构为了
经济利益也争先恐后地加入了这个行列。有
关调查显示，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公众都赞成
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工作(占 99.3%)，希
望政府机关能够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执法，严厉
打击滥用个人信息的现象。

但尴尬的是，在个人信息曾被滥用的被调
查者中，仅有4%左右的人进行过投诉或提起
过诉讼。导致公众在进行投诉、诉讼时遇到困
难或不愿意投诉、提起诉讼的因素有:无法确
定哪些机构应承担责任、无法确定向什么机构
投诉或者以谁为对象提起诉讼、无法获得有力
的证据、投诉或者诉讼成本过高等。即便采取

了投诉或者诉讼等救济手段，也仅有8.1%的人
获得了救济或者达到了目的，其他的或者为处
理个人信息的机构推诿、搪塞而不了了之，或
者因为预料到无法通过投诉或诉讼获得救济
而中途放弃。换句话说，信息泄露既有个体因
素，更有社会制度的局限。

有专家认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最关键
的是确立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通
过设定刑事责任来加大对滥用个人信息的打
击力度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不能确立个人信
息保护的基本制度来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进
行有效的管制，则很难从根本上遏制滥用个人
信息的问题。因此，尊重个人信息体现了现代
文明的一种生存艺术，意味着对他人的尊重。
但愿“个人信息保护将出台国标”是保护公民
尊严和公共秩序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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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不能纵容景区票价上涨无度

各地景区门票价格集体上涨，这些涨价
合理与否，公众并不充分知情。在新一轮景
区票价上涨之际，有关部门也应该来一场清
查，看看其中有多少属于违规上涨。井冈山
门票涨了、台儿庄门票涨了……据新华社报
道，清明小长假期间，不少景区门票争先恐
后地迈入了“百元时代”，使得网友感叹秀美
河山成了“玩不起的风景”。井冈山、台儿庄
涨价并非孤立的个案，新一轮景区门票涨价
潮已向游客“袭来”。而从国家有关规定来
看，属于政府部门管理的景区，均带有公益
性质，或在传播历史文化，或在地质自然风
光方面存在独特价值。这些资源其实属于
国民的共同财富。因而，非商业性投资的景
区门票价格不宜过高。地方政府不能眼中
只有景区的经济效益，而忽视其社会效益。

《东方早报》
拆除行政审批垄断门

市场化改革在中国已 30 多年，公开以
法律名义禁止私人资本准入的市场领域，除
造币和烟草等极少数专营领域，包括国防军
工领域在内，均已实施了市场开放或市场有
条件开放。譬如，单纯拿现代公司治理和企
业产权构成标准作衡量，除政策性银行，国
内目前并不存在垄断性商业银行。但若放
在行政审批条件过于苛刻的角度，重新审视
市场开放，国内银行业界的国有控股商业银
行包括国有控股上市银行，的确长期得到了
行政审批这只“有形的手”过多地“排他性”
关照。由银行业延展至石油、电信、通信、电
力、铁路、航空等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市场在
名义上也已相当开放——至少已允许民间
资本进入，但实际操作层面，过于严苛的行
政审批依然挡着民资的道。伴随“温州试
验”之展开，石油等领域也能迅即拆除行政
审批导致的“垄断门”。

《北京青年报》
保持执法高压态势
维护百姓餐桌安全

据新华社近日报道，公安系统近期侦破
了一起特大制售地沟油窝案。从报道看，这
起案件与以往的地沟油制售犯罪既有相似
之处，又有不同的特点。相似的是，在暴利的
诱惑下，犯罪嫌疑人以地下窝点炼制地沟油，
随后通过合法食品加工企业将之“洗白”，犯
罪线索基本雷同。不同的是，地沟油炼制出
现了“新配方”。在各地对餐厨垃圾加强管理
和跟踪之后，犯罪嫌疑人另寻“出路”，利用动
物内脏等废弃物炼制劣质油脂，试图以此逃
避打击。这一做法提醒人们，在食品安全领
域，违法犯罪的手法总会不断升级换代，对待
这一动向，除了工商质监等部门要继续加大
市场监管力度之外，公安机关也必须做到露
头就打，严厉压制食品违法犯罪的气焰，非
此不足以保证人民群众餐桌的安全。

《长江日报》
公平的市场环境最重要
这些年，国家三令五申，拿出很多措施

来帮助中小企业发展，也是为我国经济社会
的总体发展夯实基础。作用很明显，但本质
性的改变仍然没有到来，中小企业还在普遍

“喊渴”、“叫苦”，各个层面仍在想办法。社
会普遍认为，中小企业需要关心和扶持。问
题是，对中小企业来说，什么才是真正的或最
有效的关心和扶持？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很
多。无论是融资难，还是各种有形无形的不
公平对待；无论是政策税收问题，还是生存安
全问题，每一个都很重大，也需要有针对性、
可操作的措施和办法。但对中小企业来说，
这些问题其实都有共同的指向。企业要怎么
办、办成什么样子，这是企业自己的事情，在
政府与市场关系越来越被清晰区分的今天，
企业需要的并不是特殊“照顾”和“扶持”，它
们需要的是公平的市场待遇和环境。

“男女生不得独处”？
□陈国琴（陕西）

河南省
报纸新闻
名专栏

青少年一旦过早涉入爱河，不仅容易对学习成
绩造成一定影响，而且，也可能会对青少年的健康
成长带来负面影响。作为校方来说，教育引导学生

不要过早恋爱，固然是日常管理工作中的一项具体
内容，不过，如何对正值青春期的学生进行教育引
导，其中大有学问。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的“男女

生不得独处”的禁令，未免有些荒唐。
其实，对于正值青春期的中学生来说，男女

之间在一起，的确有可能是在谈恋爱，但是，不
能否认也有不少男女在一起可能是互相交流学
习经验，从而达到共同进步、共同提高的目的。
而校方“男女生不得独处”的禁令，不仅是对男
女生纯洁交往的“封杀”，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
出相关校方在出台制度时的过于随意。

这些年来，关于教育领域的荒唐制度可谓
不少，无论是“绿领巾事件”，还是“三色作业
本”，以及“男女生不得独处”的禁令等，都让教
育制度蒙羞。更有甚者，一些学校居然对早恋
学生作出除名处理，更是令公众哗然。各种“馊
主意”的出现，既缘于师德缺失，也缘于校方在
制定相关“校规”时考虑不周。

要让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显然还需要老
师进一步增强师德，特别是在教育创新等方面，
更要多些理性、多些人性化才好！

长江刀鱼，与鲥鱼和河豚并称为“长江三
鲜”。刀鱼曾经是寻常百姓家常菜，几块钱就能
够买一斤，但是由于近年过度捕捞、环境污染等
因素，长江刀鱼产量锐减，加上有“炒鱼”现象存
在，刀鱼成了名副其实的奢侈品，最贵的一斤要
卖到8000元。

（4月4日《半岛都市报》）
与之前的“炒作”不同，刀鱼价格猛涨的因

素中，商贩“炒”的成分不多。不像之前的“豆你
玩”、“蒜你狠”，这些物质是在充足的情况下，被
部分商贩炒高了价格，违背了市场规律。而此
次刀鱼猛涨，并不能归罪于商贩的“炒”。那么，
天价刀鱼，到底是谁在“炒”？

其实，刀鱼贵，并不是商贩“炒作”，而是“物
以稀为贵”的规律在支配。这些原本普通的食
品逐渐稀少，价格也就必然提升，而让它们减少

的正是民众，包括你我。
这样推论似乎很可笑，但仔细想想，这些曾

经伴随人们左右的普通食品成了稀有品，正是
因为民众过度捕捞和污染环境所导致。

人们吃不起刀鱼，是“咎由自取”。如果继
续这样发展下去，人们能吃到的“普通鱼类”会
越来越少，它们将先进入高档餐桌，再进入奢侈
品行列，最终进入濒危名录，继而进入博物馆。
多年之后，可能只能看到教科书上的图片介
绍。如果仍不认清真实原因，而仅在那怪罪于
商贩的“炒”，人们将“食无可食”。

为了能吃到普通的长江刀鱼，也为了留一
道菜给子孙，还请积极保护日益脆弱的环境，停
止我们另类“炒作”，让刀鱼回归最初的价位。

欧阳崧

天价刀鱼，到底谁在“炒”

“看病贵”，是当前中国大多数人的普遍感
受；而所谓“看病难”，说到底还是“看病贵”。所
以，早就有人指出，在中国，没有“看病难”，只有

“看病贵”。只要你有的是钱，出得起银子，再高
级的医生，再知名的专家，都能请来。

眼下医患关系算不上和谐是人所共知的。
为什么不和谐？客观地说，往往是患者认为医
院和医生没有多为患者着想，只想着如何才能
为自己多谋利，因此，让患者切切实实地感到

“看病贵”，甚至觉得“病不起”。
不过，也有例外。因近年来一直感觉眼睛不

舒服，清明小长假，自己去商城路与城东路交叉
口一家眼科医院看眼病，从进门到出门，总共只
花了5毛钱。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这是自己来
郑州13年去医院花费最少的一次。这时候，我不
可能还会说“看病贵”或“病不起”；这时候，也不
可能还存在什么“医患关系紧张”那种情形。

还是让我扼要复述一下吧：进这家眼科医

院后，经咨询，挂号，负责挂号的人员当即给我
一个病历本，而并非像在有些医院，只要说挂
号，就要交费，有时挂个号就要交几元钱。还有
这个病历本，在有些医院也是要收费的，至少5
毛钱，而在这家眼科医院，从挂号到病历本，全
免费。挂号后，负责挂号人员要我拿着病历本
去二楼检查。上到二楼，负责检查者先检查我
的视力，随后用仪器再检查；之后，将我这个患
者推荐到一位副主任医师处。进门后，坐定。
副主任医师与我谈两句，又用仪器检查我的眼
睛，然后写病历。病历写好，开个条，告诉我，开
了5天的药，要我先去交费处交5毛3分钱，然后
再到取药处取药。

自己听了有些吃惊。时至今日，还有看一次
病再加5天的药，只收5毛3分钱的事吗？自己半
信半疑来到交费处，递上6毛钱。大概是四舍五入
的缘故，收费处只收了5毛钱，退还1毛钱。取了
药，跟医师打个招呼，离开医院。直到这时，还有

点不大相信，但出医院大门时并没有人阻拦。
在回来的路上，自己一直在想着这事。都

说看病贵，可在这家医院看病，为什么患者就感
觉不到贵呢？说到底，还是有些医院、有些医生
根本不为患者着想，头脑里想的就是如何多开
药、开贵药，这样，才能如何多拿提成、多分奖
金。如此这般，患者能不感觉到“看病贵”吗？
三五元钱的药就能治好的病，他能给你开几十
甚至几百元钱的药，一旦患者明白过来，那医患
关系能不紧张吗？

现在有些医院强调自己不是慈善机构，医
生强调自己也是人也要生活。这都没错。可医
院和医生的天职，首先是救死扶伤，然后获得合
理的回报。一家医院，一个医生（这里不提什么

“白衣天使”），一旦忘记自己的天职，把自己混
同于过去的茶楼、酒肆、当铺，就是为了“混口饭
吃”，如此这般，还有何天职可言不说，那医患关
系能不紧张吗？

如果5毛钱就能看病，何来医患关系紧张
□晚报评论员 闵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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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杭州长河高
级中学高二学生称，学
校给他们制定了几条规
矩：男女生不得成对单
独出现在校园里，男女
同学平时距离不能小于
50厘米，男女生不得同
桌吃饭。对此，校方表
示禁令只有一条，男女
生不得独处。副校长
称，现在春暖花开，为防
止早恋，给他们打个预
防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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