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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
面对“我就是违法”
劳动法亟须“长出牙齿”

新年伊始，北京一家公司的人事
负责人，面对员工对其违法解除合
同的质疑，她语气略带不屑地回复：

“我违法你管得着吗？我现在就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1月 8日，这家
公司发表声明，已责令其停职反省
并严肃处理。

从各种层面来看，视频里女主角
“我就是违法”的声音，并不单单是个
人的“情绪激动”，而是对违法成本

“心知肚明”的真实反馈。这提醒我
们，法律层面需要对劳动者的权益提
供更有力保障，亟须劳动法在执法层
面“长出牙齿”，增加用人单位的违法
成本，使其违法行为的代价更加沉
重。同时也要相应地简化维权流程，
确保守法的劳动者用更低的成本维
护自己的权益。

正观新闻：
社区要求过年返乡报备
动辄加码是一种“病”

1月9日，陕西省洋县一社区发布
的“返乡过年人员要报备”的通知在
网上流传，当地街道办的解释是“为
了安全”，因为过年期间返回洋县的
务工者比较多。而目前，该通知已被
撤销。

过年返乡报备不是新鲜事，但都
2024 年了还要报备，就挺离谱的。而
且网传通知里说，如若不报备，发生的
一切责任及后果由当事人承担，情节
严重的上报县司法机关严肃处理。措
辞如此严厉，也让人误以为又出现了
什么突发状况。冬季是各种流感高发
季，对于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地区来
说，加强防护宣传，做好返乡人员安全
保障工作，这是有必要的。但“返乡报
备”这个已经隐入历史的词汇，不能轻
易使用，洋县这起事件或许是极个别
现象，但这种苗头要提防。

工人日报：
年轻人挤爆3.5分餐厅
对商家诚信的另类召唤

近来，消费者反向选择低评分餐
厅、“年轻人挤爆 3.5分餐厅”的现象
引发热议。不少人表示，一些“高分
店”令人失望，而一些“低分店”反而
带来了惊喜。

低评分餐厅逆袭，多因消费者频频
在“高分店”踩雷，而在“低分店”发现相
关菜品超出预期，这种反差惊喜让很多
人愿意光顾。消费者反向选择低评分
餐厅，显示出网络平台信用环境有待净
化、评价体系有待完善提升。消费者舍
高就低，选择低评分餐厅后发现惊喜，
是对平台打分评价机制的一种“打
脸”。这类打分评价标准走偏的现象亟
待扭转，挤掉打分评价中的水分应成为
平台和商家的基本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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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扰电话像“长了眼”，“牛皮癣”咋就这么难治？

欢迎赐稿:评读热点新闻事件，发出你的观点和声音，请发稿至黄河评论信箱：zghhpl@163.com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前
脚刚下载某款炒股APP，后脚就能
接到各种荐股推销电话……现如
今，骚扰电话越来越智能，像“长了
眼”一样，对你的需求“了如指掌”。

骚扰电话“命中率”越来越高，
背后有些什么猫腻？骚扰电话为
何像“牛皮癣”一样难以根治？“新
华视点”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有400余
条有关“使用机器人向用户拨打骚
扰电话”的投诉。有的用户反映

“几乎每天都能接到一个由机器人
拨打的骚扰电话”，有用户表示注
册某款 APP后，“就开始接到机器
人拨打的骚扰电话”。

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
报受理中心公布的《2023年第三季
度垃圾信息投诉情况盘点》显示，
在2023年三季度骚扰电话投诉中，
94.5%与商业营销相关，排名前三
位的分别为贷款理财、欠款催收与
房产中介。

利用人工智能开展电话营销正
大行其道。在网络上搜索“外呼电
销”，显示的搜索结果中大部分都是

“人工智能外呼服务”。
现在的骚扰电话缘何越发精准？
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记者使

用指定关键词检索时发现，一些商
家在商品简介中声称可以提供“精
准客户手机号”。

一名商家向记者展示了其客户
信息的采集渠道，包括两家短视频
平台和一家“达人种草”类平台，每
个客户的信息还包括其具体需求描
述。当记者询问其数据来源是否合

规时，该商家表示“您放心吧，我们
不会干违法的事”。

某“种草”类社交APP的隐私政
策提示，该APP会将用户个人信息
与“商业合作伙伴”进行“必要的共
享”，这些“合作伙伴”包括但不限于
平台第三方商家、第三方物流服务
商、广告和统计分析类合作伙伴
等。隐私政策还提示，当用户选择
参加相关营销活动时，在“经过用户
同意”后，会将用户姓名、性别、通信
地址、联系方式、银行账号信息等与

“关联方”或“第三方”共享。
那么，如何治理骚扰电话“牛

皮癣”？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通过多

种手段治理骚扰电话取得一定成
效。2023年上半年，共拦截垃圾信
息超90亿次，拦截涉诈电话14.2亿
次和涉诈短信15.1亿条。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剑秋表示，
骚扰电话根治存在难度，其根本原因
在于商业推销需求长期存在。“骚扰
电话成本低、可变现，这种经济利益
驱使骚扰电话形成产业链，骚扰新方
式层出不穷，给治理带来困难。”

对外呼平台频频被用于拨打骚
扰电话的问题，曾剑秋建议，应加强
网络技术投入和研发，实现信息贩
卖、泄露可追踪、可取证，设置消费
者“一键举报”等功能。

专家提示，就普通用户而言，防
范骚扰电话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
是开启手机自带的“防骚扰”功能或
使用电信运营商提供的“骚扰电话
拒接”服务；二是关注微信公众号

“12321受理中心”，点击“我要投诉”
填写相关信息；三是遭遇骚扰电话

“轰炸”时，保留相关证据，拨打110
向警方报案。 据新华社

近日，成都爱益行公益服务中心
被曝在捐赠页面使用AI合成照片，涉
嫌骗捐。客服回应称，当事人正面照
片因隐私保护而进行AI合成。对此，
成都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处透露，
目前已对该产品进行下架处理，并责
令涉事单位进行整改。如果捐款人因
此造成误信，捐款人可以要求退款。
（1月9日极目新闻）

一家登记注册、获评当地“4A级
社会组织”的正规慈善组织，在募捐页
面公然使用AI合成照片，还不标注清
楚，显然既不专业也不合规。

公开透明是保证公益的底线。AI
照片的出现，不仅让人产生误解，更是

触动了社会对于慈善诚信的敏感神
经，尤其要追问的是，当公益遇上AI，
该怎样守住底线？

尽管客服人员解释，使用AI照片
是为了保护当事人隐私、遵从当事人意
愿。这确实是一部分现实原因，但多少
有些开脱的意思。毕竟，侧面拍摄、背
影拍摄等方式也可以保护个人隐私，为
何没采用呢？何必用AI造出一张假照
片呢？或许是因为线下拍摄比线上制
图更费时费力，观感也不如人物特写来
得直接，才让慈善组织模糊了真实性，
滥用技术乃至挑战公益伦理。

一个细节处理不当变成一场公关
危机，这是爱心和信任强大但脆弱的
特性使然，同时也是一个提醒：该公益
组织应及时改正错误，积极安排退款
工作，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注重规范
运营。

要知道，募捐宣传图用不用正面
人像，其实没那么重要。只要能提供
相应资料，证明当事人确实存在困难
需要帮助，捐赠者也不会揪着不放。
就像有些公益项目用空镜头、布偶娃

娃募捐也能吸引不少关注一样，重要
的不是用什么图片、图片好不好看，而
是要把真实情况清晰直接地公之于
众，不精修更不掺假，如此便能获得信
任与支持，汇聚更多善意和爱心。

据悉，成都市民政局已对该产品进
行下架处理，并责令涉事单位进行整
改，整改情况向公众公开。在此之外，
对于涉事项目具体细节，机构客服所述
情况，以及其他募捐事项有没有使用AI
合成照片等问题，监管部门也应介入调
查，给出一个权威合理的交代。

不管AI制图多么逼真，终究不能
取代真实照片。虽然关于慈善募捐中
能否使用AI制图，还没有相关明文规
定，但从常规认知上看，公益与 AI 的
边界很明晰——爱心容不下虚假，慈
善事业容不下科技狠活。

当然，有关部门也应展开进一步讨
论，公益与AI的法律边界在哪里，新事
物催生的新隐患该如何解决等问题，都
需要更准确的回答。只有这样，公益活
动才能得到更有效地监督，每一分善款
才能真正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用AI合成照片募捐
滥用技术做不出真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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