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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舸

工信部近日发布关于
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通报（2020 年第三批），涉
事 APP 可谓“包罗万象”，
理财、网约车、直播、旅游、
网络交友等等，这也说明，
APP 肆意侵犯用户隐私及
其他权益绝非个案，而且
日益演化为带有普遍性的
行业潜规则。

其中，很多问题都是
老问题，如私自收集个人
信息、超范围收集个人信
息、私自共享给第三方、不
给权限不让用等，可谓是
屡教不改。

去年 8月，全国信息安
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

《互联网应用收集个人信
息基本规范》草案，并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规范》
明确了 APP 收集个人信息
应满足的管理要求和技术
要求，还列出了地图导航、
网络约车、即时通讯等 21
种常用类型 APP 可收集到
的最少信息及使用要求。
当用户拒绝提供最少信息
之外的个人信息时，APP
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该类
型服务。《规范》还要求，对
外共享、转让个人信息前，
APP 应事先征得用户明示
同意。

时间过去了一年，但
从 目 前 情 况 来 看 不 容 乐
观。尽管工信部在专项整
治各类 APP 侵犯用户权益
的行动中已经多次曝光、
约谈相关企业，但不少企
业仍存侥幸心理，导致这
一问题常态化发生。

APP 成侵犯用户隐私
惯犯，还在于现有处罚手
段不够让其“肉疼”。某些
企业往往从所谓“经济人
理性”出发，对盗用、滥用
乃至交易用户隐私、数据
等权益所获取的利益与所
带 来 的 法 律 后 果 进 行 对
比，一旦发现违法成本过
低，就会将侵犯用户权益
异化为本小利大的稳赚生
意，从而屡禁不止。

这 种 畸 形 的 商 业 逻
辑，表面来看是企业社会
道德底线的丧失，本质上
则是对法律的无视。如果
法 律 没 有 露 出 锋 利 的 牙
齿，企业要么在没有被发
现 违 法 行 为 之 前 为 所 欲
为，要么即使被查处，也会
因核心利益并不会受损而
屡禁不止。

因此，对 APP 还要强
化管理。首先，对 APP 上
线应有事先审查程序，如
果查及开通了通向用户隐
私数据的“后门”，不仅要
取缔上线资格，而且要进
行处罚，并对外公示。其
次，APP 上线后，一旦发生
侵犯用户隐私等权益的行
为，处罚标准也应“就高不
就低”，采取零容忍态度，
让企业看到监管部门的整
治决心。

当然，我国相关法律
法规对于 APP 侵犯用户权
益的力度还需强化，对违
规企业的暂停乃至永久下
架，设置更严格的启动程
序，从而让企业真正明白，
法律是高墙，违法之举是
鸡蛋，鸡蛋撞上高墙的后
果不堪承受。

侵犯用户隐私成惯犯
处罚APP让它感到“疼”

李书耀被调查了——
7月27日，这消息引起法律
界关注。

据报道，7 月 27 日，内
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
纪委监委公布，包头市稀
土高新区检察院检委会委
员、员额检察官李书耀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
受青山区纪委监委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

李书耀是前段时间广
受舆论关注的包头王永明
涉黑案的第二公诉人。在
该案 7 月 11 日的庭审过程
中，辩护律师向法庭举报
李书耀涉嫌向被告人家属
索贿 30 万元，并以此作为
理由申请李书耀回避。

公诉人当庭被举报索

贿，这一幕在司法实践中
非常罕见。在刑事案件的
庭审结构中，来自检察机
关的公诉人承担着法律赋
予的犯罪追究责任，代表
着国家的追诉力量，庄严
且神圣。《刑事诉讼法》也
强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
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
和个人的干涉。

如出庭公诉人向被告
人家属索贿属实，无论是
检察机关能否独立行使检
察权，还是公诉人能否公
正 追 究 被 告 人 的 法 律 责
任，都值得怀疑。

不过，对于辩护律师
的举报，最初的庭审并没
有受到影响。审判长先是

同意辩护人播放索贿录音
的请求，后在审判员的提
醒下拒绝播放录音，并让
人紧急抢夺正在试图播放
录音的辩护人的电脑和麦
克风。合议庭在未审查录
音的情况下，继续允许李
书耀坐在公诉席上。

尽管后来还出现了本
案第一公诉人在 7 月 13 日
的庭审上，以“涉嫌受贿不
是法定的回避理由”为由
建议法庭驳回回避申请的
一幕，但纪委监委部门依
规处理，彰显了法与纪的
严明。

就在举报被曝光后，
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委主动
联系到辩护律师。7 月 14
日，该案的十多名辩护律

师赶到内蒙古自治区监察
委，向该委三个部室的办
案 人 当 面 递 交 了 相 关 证
据，对方当场予以封存，并
请 律 师 在 证 据 袋 上 签 了
字 。 一 位 负 责 人 告 诉 律
师，自治区监察委领导对
此事非常重视。

可以说，李书耀被查，
正是当地监察部门依法依
纪处理的结果。

“ 勤 勉 尽 责 ，清 正 廉
明，恪守职业道德”是《检
察官法》对检察官的明确
要求。司法是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如果作为公诉人的李书耀
胆敢公然索贿，势必削弱
政法机关的公信力，玷污
人民法庭的纯洁性，既践

踏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
也会损害整个检察官队伍
的形象。

李书耀被调查后，内
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党组召
开会议提出，全区检察机
关要切实以此为镜鉴，严
格规范司法，依法严谨履
职，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
反对腐败。

7月份以来，全国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陆
续启动。在这场刮骨疗毒
式的整顿中，坚持刀刃向
内，清除害群之马是“四项
任务”之首。在这个意义
上，李书耀被查，是对司法
反腐的立场重申：维护司
法公信，先得从自己洁身
自好做起。

调查“遭当庭举报索贿”检察官，维护的是司法威严

遭当庭举
报索贿的检察
官 李 书 耀 被
查，昭示了一
点：司法公正，
从 来 都 不 避
“刀刃向内”。

□
莫
一
尘

近日，几段“女孩考上清华
后感恩父亲”的视频在社交媒
体上火了。

网友一边点赞，一边却发
现，考上清华大学的是同一个
小姑娘，但其父的身份一会儿
是“工地上的工人”，一会儿是

“捡瓶子的”，一会儿是“植物
人”。如此“转折”，遭网友质
问：“你究竟有几个好爸爸？”

视频中，一位衣衫褴褛的
男子手提垃圾袋，正在垃圾桶
里翻找饮料瓶，女孩拿着清华
的录取通知书，跑向男子大喊
一声“爸爸，我考上了”，话音未
落，她扶着男子的胳膊，眼含热
泪跪下。

无论是“烈日下的建筑工
人”“衣衫褴褛的拾荒者”还是

“躺在床上的植物人”，他们的

身份与“女儿考上清华”之间，
产生一种冲击力。“考上清华”
的奋斗、“跪拜父母”的感恩，很
容易触动人们柔软的内心。一
切都很完美，可惜都是假的。

7 月 26 日凌晨，涉事拍摄
者称其账号被平台限流 10 天，
但他辩称，自己拍摄段子的目
的是传播正能量，甚至质问：我
正能量有错吗？

此类视频把民众的同情心
当作赚取流量的工具，把粗制
滥造的小剧场当成反映人间冷
暖的真相，嘴上喊着正能量，心
里都是生意，消费民众感情，混
淆真实与虚假的界限。

对此，@江苏网警 发文表
示：希望大家传播真正的正能
量，而不是靠编造吸引毒流量。

传播正能量当然没错，段

子手也有创作的自由，但任何
时候，正能量都不能建立在造
谣编故事上。自诩为段子手，
为了流量就试图以假乱真、指
鹿为马，被戳穿后还一脸委屈，
这 样 的 段 子 手 亵 渎 了“ 正 能
量”。

很显然，为了流量有些人
已经不择手段。

事实上，近段时间以来，
“卖惨类”和“正能量类”短视频
背后的生意经，被媒体频繁起
底。拿“正能量类”短视频来
说，通常都是编造正能量情节，
刺激公众泪腺，最后用“点赞
转！”“值得收藏”之类的话术引
导，从而制造流量。

这是“正能量”低级黑。这
类“毒流量”该好好“消消毒”
了。

“女孩考上清华跪谢爸爸”？
编造的毒流量不是正能量

处罚标准也应“就高不就低”，采取零容忍态度，让企
业看到监管部门的整治决心。

□
郭
元
鹏

甘肃省白银市警
方日前破获一起特大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7 月 15 日，白银
居民报案称，他在网
上交友聊天时，被人
以众筹投资拍电影为
由骗了 24 万余元。
警方迅速展开侦查，
确定该案为一起团伙
性质的电信诈骗案。
警方在北京、西安同
时收网，捣毁电信网
络诈骗窝点 6 个，抓
获 犯 罪 嫌 疑 人 153
人，当场查扣涉案电
脑150余台、手机300
余部、银行卡 120 余
张。 新华社发

“众筹”圈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