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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鸣

在 Facebook 因数据泄密，遭遇自
身有史以来最大危机，市值暴跌、声誉
受损，扎克伯格不得不登报道歉之时，
百度 CEO 李彦宏却以中国人“愿意用
隐私交换便捷性”的一番话吸走流
量。两相比较，令人愕然。

3月26日，李彦宏在中国高层发展
论坛说：“我想中国人可以更加开放，
对隐私问题没有那么敏感。如果他们
愿意用隐私交换便捷性，很多情况下
他们是愿意的，那我们就可以用数据
做一些事情。”

平心而论，李彦宏的部分立论框
架是站得住脚的。比如说将碎片化数

据纳入大数据的“大盘子”中，会令其
威力呈现指数级上升，这无疑是对大
数据作用的精准把脉。实质上，“得数
据者得天下”，信息化时代也已逐渐成
为常识，当下那些互联网企业都想攥
住用户信息这笔“金矿”，拼命从中“掘
金”。

问题是：中国人真的就愿意用隐
私换便捷吗？

很多貌似自愿，都是“被自愿”，因
为用户的选取权形同于无。

目前绝大多数网站和 APP都有隐
私政策，用户若使用就要被读取通信
录、短信、地理位置等内容，若不同意
就无法使用。很多受访民众表示，不
知道企业会怎样处理和储存自己的数

据，但也没得选。当用户连选择权都
没有时，说“用户自愿”无异于把绑架
说成是尊重他人愿意被绑架的权利。

再说，以便利之名，就能随意攫夺
公民隐私？

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基础就是数据
处理，这些数据包括购物记录、网页浏
览痕迹等，也有用户手机号、身份证号
等“身份信息”。但即便如此，要使用
数据，也得遵循某些规则，如尊重用户
的选择权，企业使用前应与用户达成
协议，并对用户数据采取有效的保护。

然而，大多数网站、APP 非但无法
给用户充分选择权，隐私保护现状也
很糟糕。有媒体曾测评过共计1550家
网站和 APP，结果显示，隐私政策合规

度高的平台极少，合规度低的则占了
绝大多数，超过总数的80％。

这些企业获取用户信息后，还未
必能提供便利服务，反倒衍生出了“大
数据杀熟”的新业务。别说数据泄露，
就是基于算法的所谓根据个人偏好的
智能推送，都让很多人不堪其扰。

说白了，很多所谓的便捷性，其实
只是商品或服务应有的“商业属性”，
根本就无须用户付出“牺牲隐私”的代
价。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为了获
得一些便捷，或许需要让渡一部分隐
私，但技术大佬们不能视之为当然。
不但没有保护用户隐私的前提，而且
摆出一副与用户交易隐私的姿态，公
众恕难接受。

“愿用隐私换便捷”的中国人有得选择吗？

□雨来

在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北门
附近，有人在私下进行药品交易，其中
不乏治疗癌症、白血病和心脑血管的
药品，估计免不了有处方药。

这些药品从哪里来？记者采访后
称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享受医保的
人员为了套取医保资金，故意从医院
或药店多开的药；二是一些人情往来
中馈赠的名贵补药；三是居民家中用
剩的药。

据笔者了解，后两种来源不足以
支撑交易形成市场，而第一种来源说
得也不准确：鲜有参保人员为套取医
保资金故意多买药，而是有专人为其
代劳，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买到治疗
癌症、心脑血管等疾病的处方药。

在这所医院北门附近，有一些专
门从事医保卡套现的人员。他们将医

保卡交易金额的 80%或更低的比例以
现金形式返还给参保人员，后者拿到
了现金，他们则以 20%或更多的利润
拿到上述市场“青睐”的药物。这些药
从哪儿买到的？据说有一些药店与他
们做配合，已形成微型产业链。

不过，令人吃惊的是，记者先后致
电食药监部门，竟得到“食药监部门只
管药品的来源是否合法和质量是否合
规，街头的流动药贩需要靠其他部门
执法规范”的说法。

众所周知，市区的药店放开也是
近些年的事，以前要开个药店，执照很
难拿到。即使是现在，你无证开个药
店试试？如果开店都不行，在街头流
动套现医保卡和售药就行了？

食药监部门称，街头的流动药贩
要靠其他部门执法规范。很想知道，
这个“其他部门”是谁？

（相关报道见昨日本报A4版）

医院门口的药品交易“市场”
不能没人管

□王石川

“我嫁的是爱情，我要的是能陪我
一生的爱人。”“婚姻应建立在爱情基
础上，金钱买不到真正的幸福。”近日，
河南永城王集镇 10 对新人集中举办

“零彩礼”婚礼，新人代表在仪式上的
发言，道出了爱情与婚姻的真谛，引人
思考。

适龄男女，两情相悦，一堂缔约，
良缘永结。这种美好如果因天价彩礼
而被打碎，多么可悲可叹。前不久，一
位在安徽六安打工的年轻小伙，就因
给不起女友家索要的 30万元彩礼，一
时想不开而割腕自杀。现实中，因彩
礼问题致贫、返贫的案例，并不鲜见。
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也高度关注
这一话题，纷纷建言“铲除高价彩礼的
生存土壤”“让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三
观”。

在古代，婚有六礼，其一为纳彩。
合理的彩礼是一种仪式化交流，有利
于情感表达，但天价彩礼则将婚姻明
码标价，容易激起攀比心理，败坏社会
风气。“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
女，先问聘财之多少”，这样的做法，曾
被古人讥为“贪鄙”。男婚女嫁，如果
一方盯着彩礼、一方盯着嫁妆，难免违
背良俗、扭曲人心。这种物化了的婚

姻，也将埋下重重隐患。
应当看到，尽管天价彩礼现象在

城 乡 都 存 在 ，但 乡 村 无 疑 是“ 重 灾
区”。高额的彩礼，给家庭带来沉重负
担，也败坏着民风民俗。《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强调“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要
求“开展移风易俗行动”。新时代要有
新气象，亟待人们摒弃陈规陋俗，在乡
村弘扬时代新风。

移风易俗殊为不易，更无法一蹴
而就。近年来，一些地方纷纷发文限
制天价彩礼，但效果不彰。事实证明，
单靠一纸禁令，难以改变传统心理或
激活当事人的道德自觉。因此，除了
善于激发深蕴于乡土熟人社会中的道
德力量，还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
创新中做好教育引导、制度保障。例
如，有的地方为参加“零彩礼”婚礼的
新人送去富有含金量的礼包，在就业、
创业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就极具参
考意义。

“同心掬得满庭芳，文明花开满园
春”。家风连着社会风气，家庭和睦则
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
文明则社会文明。除旧布新、移风易
俗，让天价彩礼失去市场，让健康婚俗
蔚然成风，乡风文明必将照亮更多人
心。

激活“零彩礼”背后的乡风文明

不顾提醒前往风险国家，自己买单

3月26日，外交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领
事保护与协助工作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指出：中国公民应当密切关注欲前往国家或已
在国家的有关安全提醒，避免前往高风险国家
或地区。在安全提醒发布后仍坚持前往的，因
协助而产生的费用由个人承担。

@牵你手好吗：支持，不要浪费国家资源给
一些巨婴旅客。

@信风信风：不光国外，国内救援也应该如
此。

快递粗暴分拣，怎么办？

记者日前卧底某快递公司当分拣员，发现
除了高额“保价”商品被特殊对待外，其余物品
几乎都存在暴力分拣现象。分拣员称，保价的
老板赔不起，会找专人搬；一般的摔坏了也不用
赔。

@落洛初尘：这是行业内的灰色地带，就像
五星级酒店照样有服务员拿洗脸的面巾擦地擦
马桶一样。不得不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
经是人性里的蛀虫。看客也好，快递从业者也
好，谁也不能拍胸脯说：我干就一定不会这样。
行业良心，唯有自觉自律。

@尬评：监管要加强，分拣技术要升级。

大学生自制化妆品，不提倡

安徽大学化学专业大二学生陈紫薇自己研
制护肤品，研制出了水乳、面霜、保湿水、洗面
奶、染发剂等各种产品。她的室友们都表示挺
好用，跟外面卖的没什么区别，还不用花钱。

@去死也不喜欢你：搞笑！正规的化妆品
都是在无菌环境下生产包装的，你这样一个敞
开的实验室得有多少微生物和细菌。

@我是美囡她亲夫：这种裸奔化妆品也敢
用？说句不中听的，美加净和郁美净都比这种
三无产品强。

4S店维修费用有猫腻？要理性看待

日前，记者对北京部分 4S 店暗访，驾“故
障”车（放掉部分变速箱油）到店检测。原本300
元即可解决，结果4S店未检测就称油脏了，全
套下来4000多元。而另外一家4S店除了变速
箱，又检测出车胎问题，维修一套6000元。

@莆田潮虎：你用一个谎言去验证另一个
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这记者也是闲的，人
家也不知道你下套了啊？就像你装病去医院，
大夫当然建议你做个全套检查。

@YY 袁远：建议汽车修理档案全国联网，
对修理厂的修理记录备案，实现市场化。

（网友评论来自新浪微博）

目前绝大多
数网站和APP都
有隐私政策，用
户若使用就要被
读取通信录、短
信、地理位置等
内容，若不同意
就无法使用。

“

践行“零彩礼”，除了激发深蕴于乡土熟人社会中的道德
力量，还应因地制宜，在创新中做好教育引导、制度保障。

@微言博议

声称只要加入某官方“微信群”，并支付百余元费用即有机会获得“精准扶贫款”……近期一些
不法分子以“精准扶贫”之名，行诈骗之实。警方提醒广大群众，精准扶贫政策有明晰的标准、严谨
的程序，切勿听信骗术，避免遭受财产损失。 新华社发

“精准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