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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睡得香，或者忙得
焦头烂额时，手机短信或
电话响了，赶紧看下或接
通，却发现是广告短信、推
销电话——“房子/商铺/
贷款了解一下？”“平安贷
款 ，额 度 10 万 元 已 发 送
至您的手机，请戳……”

这些情景我们是不是
很熟悉？针对这一乱象，
工信部出手了。

8 月 31 日，工信部发
布《通信短信息和语音呼
叫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
见 稿）》（以 下 简 称《意
见》），其中明确规定：任何
组织或个人未经用户同意
或者请求，或者用户明确
表示拒绝的，不得向其发

送商业性短信息或拨打商
业性电话。

为治理广告短信、推
销电话，《意见》建立了三
道屏障。

第一道屏障，基础电
信业务经营者、移动通信
转售业务经营者作为短信
和电话服务的管理平台，
一旦发现存在类似问题，
可以对存在此类行为的企
业采取行动，包括限制或
者暂停其通信功能。

第二道屏障，来自工
信部组织建立的全国统一
的“谢绝来电”平台，引导
企业不用推销短信和电话

“轰炸”用户手机。基础电
信服务提供者则提供“谢

绝来电”服务，给用户以自
主选择权。

第三道屏障，是 12321
受理中心负责后续的用户
投诉、处理流程，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处理，并告知用
户处理结果。

此外，《意见》还对明
知故犯的企业采取行政罚
款等惩戒举措，包括 1 万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吊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而肩负管理责任的基础电
信业务经营者、移动通信
转售业务经营者，如果对
此类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同样要承担被警告及
罚款等后果。

让推销短信和电话远

离我们的生活，是大家的
普遍心愿，《意见》对这一
老大难问题，给出了初步
的解决方案。既然是公开
征求意见，我也想谈点自
己的看法。

从工信部祭出的诸多
技术手段，到推销短信、电
话彻底凉凉，中间可能还
需强化一环，即对违规企
业的处罚力度还需加强。
根据已披露的信息，不少
干这一行的企业动辄一次
性发送几十万、几百万条
推销短信，一条短信的成
本不过几分钱。有了 AI
后，企业反复拨打用户电
话进行商业推销，成本也
很低。

如果仅仅是 1 万到 3
万的罚款标准，对于这些
企业来说，恐怕感受不到

“肉疼”。企业天生又是追
求投入产出比的，有关部
门不妨根据其每次发送短
信或拨打电话的数量，按
照一条短信、一个电话XX
元的标准罚款，并且上不
封顶。

唯有如此，企业才能
发现，发送推销短信或拨
打电话的成本远超灰色收
益，再继续类似做法，自己
会被罚至破产。在经济红
线面前，相信会有更多的
企业明白：莫伸手，否则后
果伤不起。
（相关报道见昨天A11版）

工信部出手，推销短信、电话要凉凉

□澎湃

大数据“杀熟”再被敲打。8
月 31 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在
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将于 10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规定要求，在线
旅游经营者不得滥用大数据分析
等技术手段，基于旅游者消费记
录、旅游偏好等设置不公平的交
易条件，侵犯旅游者合法权益。

距离十一黄金周不到一个
月，在这个时间点，《规定》的出台
为在线旅游平台的规范运行打了
一次预防针。它回应了近年来

“社会反映的热点、市场监管的难
点、行业发展的痛点”。

近些年，消费者反映在线旅
游平台“杀熟”的现象时有发生，
尽管多数平台都予以否认，相关
部门也发布了明确要求，但“杀
熟”的公共观感并未彻底改变。

被调查者认为“大数据杀熟”问题
最多的平台中，在线旅游高居榜
首。

相较于一般的网络平台，在
线旅游平台包含了游客吃喝住行
等一条龙的服务，对用户的数据
掌握非常熟悉和完整。一旦“基
于旅游者消费记录、旅游偏好等
设置不公平的交易条件”，即俗称
的“杀熟”，其对旅游者合法权益
的侵犯可想而知。

更重要的是，大数据“杀熟”
往往具有隐蔽性，消费者如果没
有很高的维权意识，很难成功维
权。所以，规定划定红线很有必
要，但现实执行中，还需要相关部
门完善和细化对“杀熟”的判定机
制，避免标准模糊给消费者维权
和监管带来难题。

此外，规定还明确要求在线
旅游网站不得擅自屏蔽删除评
价。这对于防范“杀熟”是必要的

配套保障。因为，切实捍卫消费
者的第三方“评价权”，是确保“杀
熟”治理成效的重要一环。

受疫情影响，今年旅游业经
历了从暂停到重启再到加速恢复
的过程，各大在线旅游平台也受
到重创。随着门票网络预约成为
常态，游客更依赖通过线上渠道
获取信息和服务，在线旅游平台
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一些
过去的服务弊病乃至潜规则是否
会重新抬头乃至变本加厉，的确
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

疫情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旅
游业形态，也不可避免对在线旅
游平台提出新的要求。无论推进
疫后旅游业复苏、加速旅游消费
回补，还是中国旅游业的长远转
型发展，都需要更健康、更规范的
在线旅游平台生态。而杜绝“杀
熟”等“小动作”“潜规则”，重建消
费者的信任，是绕不开的一步。

杜绝“杀熟”，推动旅游业健康复苏

□叶克飞

这两天，新闻联播前
播音员张宏民独自吃雪
糕的事儿登上热搜。原
本平平无奇的一幕，因网
民 频 频“ 加 戏 ”而 发 酵 。
在社交平台上，可以见到
各种认为张宏民“失败”
的评论，认为他“年轻时
混得再好也不如老年有
妻儿重要”“再优秀，无儿
无女也是失败的一生”。

这 种 场 面 多 少 令 人
惊诧，网民应该以年轻人
为主体，新观念应该占据
优势。比如，逼婚、逼生
和重男轻女之类的事，虽
然在现实中时有发生，但
在 网 上 总 被 视 作 陈 腐 。
然而，网民对张宏民的评
论，颠覆了这样的认知。
有人慨叹：“我们花了三
十 年 才 让‘ 人 生 的 多 样
化’成为一种相对普遍的
认知，可是没过几年，许
多人的观念又从 2020 年
回到1820年。”

这样的观念变化，这
几年并不鲜见。单是张
宏民，退休后就一直被许
多自媒体设定了“晚景凄
凉 ”的“ 人 设 ”。 相 比 男
性，女性在私生活上受到
的压力更为明显，前段时
间杨丽萍发了个生活视
频，结果有网友留言：“一
个女人最大的失败是没
一个儿女，所谓活出了自
己都是蒙人的”“女人唯
一 的 快 乐 ，就 是 操 劳 一
生、子孙满堂之后的天伦
之乐”。这种“退回封建
时代”的言论，居然获得
了上万点赞。

观念的走向，多少跟
网 民 的 构 成 变 化 有 关 。

互联网发展最初，用户的
典型特征是年轻化加精
英化，因此多少形成了一
种新观念的力量。而在
智能手机兴起后，网民人
数急剧扩大，平均年龄明
显加大，平均学历随之降
低，认知水平也开始“一
言难尽”。

一 些 低 等 的 观 念 对
“多样化人生”予以否定，
进而将人生模式化。对
张宏民私生活的批评甚
至惋惜，实质上都是一种

“网络批斗”，以自己的狭
隘认知否定所有的“不一
样”。有网友揶揄：“吃个
雪糕的门槛都得是有儿
有女了？”

文 明 社 会 的 重 要 标
志，就是人们普遍获得自
由选择生活的权利，可以
依靠努力改变自身命运，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工
作，可以自由选择是否结
婚是否生孩子……每个
人的自我价值和实现路
径，都非固定和单一的。

人生被“模式化”的
结果是，谁都有可能被这
样 的 模 式 思 维 所 反 噬 。
如果连张宏民、杨丽萍这
样的行业佼佼者都要忍
受“人生失败”的指摘，那
我们这些普通人又该如
何自处？

张宏民、杨丽萍的私
生活成为社会热点，本身
就是一种悲哀。因为在
一个正常社会里，本不该
有人会对别人结不结婚、
生不生孩子这种事情指
手画脚。

不轻易“指点”别人
的人生，其实根本算不上
美德，而是一个正常人应
该具备的常识。

别用网络臆想绑架张宏民

从工信部
祭出的诸多技
术手段，到推
销短信、电话
彻底凉凉，中
间可能还需强
化一环，即对
违规企业的处
罚力度还需加
强。

□
毕
舸

人生被“模式化”的结果是，谁都有可能被这样的模
式思维所反噬，成为他人眼中的“失败者”。

安徽滁州警方日前捣毁一个制售假证窝点，查交身份证、驾驶证、房产证、结婚证等各类假冒证件1.7万
余份、各类假公章6319枚。 新华社发

干掉假证窝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