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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

圆通“内鬼”泄露 40
万条公民信息事件引发热
议。昨天，圆通速递回应
称已报案，相关嫌疑人已
于今年 9 月落网，并表示
会“完善信息安全风控系
统，对内部账号进行实时
监控”。

40 万条信息，这一数
字让人感到震惊，也点出
了该事件性质的严重性。
个人信息的泄露，意味着
用户利益严重受损。个人
信息之于快递公司，正如
心脏之于人体。如此核心
的部位都不能得到妥善保
护，让用户如何信任企业

的服务？
如此大面积的信息泄

露，也不能不让人怀疑，圆
通方面的信息安全保护措
施形同虚设。虽然圆通方
面强调，“公司核心业务系
统均通过了信息安全等级
保护三级测评”，但仍有个
别员工利用员工账号和第
三方非法工具窃取运单信
息，导致信息外泄。

个别员工都能看出
的 漏 洞 ，企 业 却 浑 然 不
觉。一道防线被突破后，
40 万用户信息即告全线
失守。这些问题，都不是
一句“深表歉意”可以搪
塞过去的。

40 万条信息的泄露

不是一件小事情。相关嫌
疑人已于 9 月落网，圆通
直到两个月后才作出正式
回应。不主动公布相关信
息，不能保障公众应有的
知情权，圆通的做法令人
不解。

这些被泄露的公民信
息，后来到底去向何处？
有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如
果因为信息泄露而使用户
的合法权益受损，企业又
该如何作出合理的补偿？
对此，圆通方面似乎只字
未提，只是轻描淡写地表
示“感谢社会和媒体的监
督”。

“内鬼”的出现或许是
偶然，但企业管理上的粗

疏是必然。企业理应把用
户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能
总等到严重后果酿成后再
亡羊补牢。圆通方面对待

“内鬼”事件的态度和做
法，只会让广大用户感到
后怕和不满。

目前，各类侵犯个人
隐私的事件层出不穷，还
是与违法成本偏低有关。
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对
相关行为的处罚力度仍显
不足。简而言之，“罚酒三
杯”不可能让“圆通”们认
识到肩头上的责任有多
重。

有关部门已经积极行
动起来。个人信息保护法
草案已经于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19 日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根据草案，未能
保护好个人信息的企业有
可能会被“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 5000 万元以下或者
上一年度营业额 5%以下
罚款”。

当算法成为王道，数
据的商业价值越来越凸显
时，个人信息被有针对性
猎取的可能性自然会被放
大 ，每 每 沦 为 黑 产 的 鱼
腩。圆通“内鬼”事件提
醒，各大企业应切实履行
主体责任，拿出更有力的
措施。一家连用户核心利
益都不能保护好的企业，
是不会得到市场青睐、消
费者信任的。

圆通40万条信息泄露不是一件小事

□罗志华

一条河南医生救护
车内吃香蕉的短视频，日
前在网上引发争议。

视频中，几名医护人
员围坐在患者身旁，大口
吃着香蕉，还有一位医生
打开手中的矿泉水瓶，小
喝一口便拧紧了瓶盖，同
时用手指着面前的机器，
与旁边的人谈论。

对此，视频评论区的
有些网友坐不住了：“胃
口可真好，这就是医者仁
心吗？”“急救车上吃东
西，还救人不救了？”

面对质疑，当事医生
回 应 称 ，这 是 一 次 往 返
420 公里的紧张救援，且
患者病情危重，一刻都不
能耽搁，近 7 个小时的奔
波和救援，医务人员体力
消耗很大，“时间不允许，
停车吃饭更是不可能”。
在当时处境下，医护人员
从超市快速购买食品和
水 ，在 车 上 将 就 着 吃 几
口，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除此之外，身处现场
的 家 属 也 很 有 发 言 权 。
患者家属称：“网友不该
这样误解他们。他们是
救我父亲命的人，他们的
付出我都看在眼里。”

当然，维护医生，不
能只把希望寄托在患者
家属的善解人意和仗义
执言上。从现实来看，不
了解内情，仅凭少许图片
就指责医务人员的现象
并不少见。由于医生群
体的工作直面生死，一方
面我们很容易被他们的

工作感动，另一方面，他
们稍有瑕疵，就要承担舆
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
责。

不久前，一名医生连
做4小时手术导致体力不
支，因为抽空喝了几口葡
萄糖，也被一些网友质疑

“钱由谁出”。
舆论的“苛求”看似

细微，但反映到诊疗效果
方面，往往会成为医患矛
盾的一大引线。比如，某
些患者容易用等价交换
的市场思维来评估医疗
的行为，一旦出现不良后
果与人财两空，就难以接
受，认为医生没有尽到责
任。

这并非剥夺舆论对
医生群体、医疗行业进行
社 会 监 督 的 权 利 ，只 不
过，监督也要从实际情况
出发，要为人文关怀预留
空间，不能在没有太多凭
据的情况下挥起道德大
棒 ，对 医 生 群 体 吹 毛 求
疵。

这也需要我们回归
理性、回到常识：把医生
当人来理解。毕竟医生
是人不是神，别把过多的
道德期待加到医生身上。

当然，医院也要从制
度建设和管理上解决医
生过劳的现象，尽量不让
医生被外界误解。

说到底，医患互信不
能靠“苛求”，而要靠相互
体谅。医护人员是为了
救人而“豪饮”葡萄糖、在
救护车吃香蕉，就不要拿
着键盘对他们扔“道德飞
矢”了。

医生在救护车里吃香蕉
怎么就不行了？

□周俊生

国家统计局近日披露的数
据显示，10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38576 亿元，同比增长
4.3%，比 9月份提高 1个百分点，
其中，10月份餐饮收入同比增长
0.8%，实现了年内首次正增长。

这连1个百分点都不到的增
长，对于我国的消费增长来说是
一个重要的信号。今年之初，为
了抗疫的需要，国内大中小城市
甚至乡村地区的餐饮场所悉数
关闭，不管是高档酒店还是家常
菜馆，都面临着一场生存危机。
目前放眼全球，疫情仍然在肆
虐，但中国能够较早走出疫情危
机，可谓来之不易。

在现代社会，餐饮业不仅满

足消费者的口腹之欲，更有满足
民众社交的功能。餐饮业兴旺，
可 以 带 动 其 他 行 业 都 活 跃 起
来。因此，在中央提出复工复产
的要求以后，很多地方的政府都
把复苏餐饮业作为推动经济活
跃的“先手棋”，出台各种灵活政
策鼓励消费者走进饭店，有的地
方领导干部甚至进饭店“吃给你
看”，显示了政府推动餐饮业复
苏的拳拳之心。

半年多来，国家出台多样化
的利民惠企政策，各级政府发放
了大量的消费券用于刺激经济
复苏，其中包括餐饮购物消费
券、外卖消费券等。有的地方还
把复苏餐饮与振兴夜市、支持地
摊经济等结合在一起，也收到了
很好的效果。这些举措不仅刺

激了餐饮消费，也支持了餐饮企
业早日走出疫情困扰。当餐饮
业全面复苏，熙熙攘攘的人群在
各种丰俭由人的餐饮场所如沐
春风，也就表明人们已经克服了
疫情所造成的恐慌心理，社会重
新恢复了应有的活力。

当然，疫情给社会带来的创
伤还没有完全平复，特别是国外
的疫情依然严峻。因此，我们不
能放松对疫情的警惕，在享用美
食之余仍要绷紧防范之弦。饭
前洗手、饭桌上使用公筷公勺
等，应成为习惯坚持下去，不能
松懈。

冬季已经来临，正是病毒生
存和传播的好时候。今天的某
些不方便，正是为了以后的日子
里可以开怀唱出《祝酒歌》。

别小看餐饮业增长的0.8个百分点

一家连用户
核心利益都不能
保护好的企业，
是不会得到市场
青睐、消费者信
任的。

毕竟医生是人不是神，别把过多的道德期待加
到医生身上。

餐饮有满足民众社交的功能，其兴旺可以带动其他行业都活跃起来。

定点零售药店为眼镜店代刷医保卡。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医疗保障局加大打击欺诈骗保
力度，查处违规定点医药机构321家。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如此骗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