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石乱象

事件回放

买个玉手镯，真是不省心。旅游购物点
玉手镯的标价和真实的市场价可能相差十
几倍甚至更多，这玉的价格，到底水分有多
大？很多人的信心都来自于各种权威鉴定
中心给出的A级证书。可是，记者探访发
现，A级证书仅仅只能说明这个玉手镯真的
是块天然石头，不是人工造的，并不能对玉
器的价格起任何背书作用。（人民网）

现在旅游市场鱼龙混杂，在五花八门的
旅游项目中，有可能存在各种意想不到的旅
游陷阱，消费者一定要擦亮眼睛，在购物时要
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不轻信诱导，不盲
从跟随。

——朱丹
商家不应该过度解读鉴定证书的证明

力，同时有义务向消费者说明鉴定证书到底
是证明什么。但目前绝大多数商家并未这么
做。

——祖恩东
治理玉石行业乱象，除了加强市场监管

和行业自律，也要提醒消费者：不懂不要轻
易“出手”，免得最后花钱买教训。

——辛华

议论纷纷

应对“1元购”
不能止于提醒

□毕 舸

花1元就有可能抽奖中一部苹果手机
甚至是汽车……近期，1元夺宝、1元云
购等众多网站吸引了大批网民参与，上演
了一场场“抽奖狂欢”。然而“以小博
大”的背后，甚至有网友称几年内痴迷于
“1元云购”平台花费了十万多元，而中
奖者却寥寥无几。集中调查发现，在这类
网站的背后，埋藏着不少“坑”，不仅存
在平台暗箱操作的现象，还有代抽、合资
等诸多玩法，稍有不慎就“赔了夫人又折
兵”。（《新快报》）

“1 元购”勾勒了一个无比美妙的幻
象，就是人们有机会只花区区一元钱，就能
获得之前需要几十元甚至更高费用才能买
到的商品。“1 元”带给受众的强烈心理暗
示，也就是这几乎是成本为零，而“购”字则
突出了一旦成功可以获得的丰厚回报，也
就难怪不少人为之心动并行动。

但是，“1元购”没有告知网民的，是其
极为低下的成功几率，以及可能会存在的
内部操作等种种猫腻。它放大了占便宜的
人性弱点，同时精心设置了足够多的信息
盲区，让人们踏入其中而不知中招。尤其
令人觉得可恶的是，围绕“1元购”，还延伸
出更多的灰色链条，包括明为代抽实则诈
骗的钓鱼模式，以及打着众筹、合资命运抽
取佣金的牟利平台，都是在利用不少网民
的弱点，少数人赚钱而让网民埋单。

“1元购”背后的利益链条,正随着越来
越多网民沉迷其中而壮大,两者之间构成
互为循环的关系,代抽、众筹等牟利者会成
为“1元购”吸引更多人投入的帮凶,助长其
畸形发展态势,让更多网民被诱导进入,又
会刺激更多的灰色链条经营者,如同闻到
某种味道的秃鹫蜂拥而至,对于网民的钱
袋子肆意吞噬。

近期，不少地方的公安、工商及民间组
织纷纷发声，对其存在的问题对公众予以
警示，中国商业联合会媒体购物专业委员
会更是呼吁有关部门尽早介入调查。因
此，监管部门应形成管理合力，网络管理部
门可以对类似网站平台进行调查，规范“1
元购”之类活动存在的不规范现象。

在赌局面前，不少人往往容易失去自
制力，但社会不能丧失自净能力，“1元购”
到底是不是骗局，害了多少人，如何加以防
范并消除其生存土壤，这一切都有赖于监
管部门的及时出手，给社会以真相和公正。

□曹灿辉

备受关注的山东青岛胶州高三毕业生常
升高考志愿被同学郭某篡改一事有新进展。
记者从青岛市公安局获悉，胶州警方日前以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请逮捕郭某。（详
见昨日本报14版）

近年来，篡改高考志愿时常见诸报端。
高考志愿关系到一个人的人生道路选择，这
是公民的权利，无论是谁都无权篡改。否
则，不但会让考生“落榜”，产生难以挽回的
损失，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也会有损

“最严高考”的权威，危害社会公平正义，而
且更是一种违法行为，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篡改高考志愿频现，有公民法律意识欠
缺、考生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法律惩处不力
等方面的原因，更与目前高考志愿填报系统
技术比较落后有很大关系。

以上新闻中的郭某“志愿篡改”被采取强
制措施，警方介入自然会对郭某的违法行为查
个水落石出，因其构成了对个人相关信息的非
法获得与使用，当依法对其进行相应处理。然
而，联想到近年来频现的篡改高考志愿事件，
笔者认为，现在相关部门应该做的，绝不仅仅
是严惩几个犯罪嫌疑人，而是要有治本之策，
让高考志愿“保护升级”。

思想保护升级。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尊重
高考考生个人志愿的力度，要对考生和教师
进行法制教育，让其知法懂法用法，在做每
一件事情前认真思考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另
一方面要教育考生保护好自己的考号及志愿
登录密码，切勿轻易告诉他人，建议其将密
码尽可能设置得复杂一些，填报志愿时要选
择网络环境安全的电脑，避免泄漏，提高安
全防范意识。

打击惩处升级。目前，篡改高考志愿只
能按违背信息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惩处力度

与篡改高考志愿改变人生轨迹所带来的不可
逆转后果不匹配，震慑作用不大，是一种遗
憾。为此，要“升级”法律法规，确保打击
篡改高考志愿行为罚之相当，同时要用重刑
重典打击此类事件，让犯法者畏法。

技术保护升级。要提升保障高考考生志
愿安全的管理系统，比如，设置必须提交验
证码才能修改的技术防火墙，并把验证码发
送到考生本人的手机号码上，由考生本人输
入验证码并确认才能登录更改。要增强志愿
填报系统的严密性，让指纹识别、信息绑
定、密码保护为高考志愿加上一道技术防
线。要增强网络预警功能，让考生每次登录
特别是修改志愿时有短信提醒。

人本保护升级。为保障受到篡改高考志
愿侵害考生的教育权，也要为他们提供必要
的法律救济渠道，建议通过“补录”、“特殊
招生通道”等“补救”方式，让受到非法侵
害考生能够上得了心仪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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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守规则的市民

□李小将

近日，本报记者连续对市区机动
车乱停乱放，占压盲道、人行道，商
家霸占公共停车位的行为进行了调
查，发现以上情况随处可见。为什么
会这样？其实是这些人不遵守规则所
致。在现实生活中，不把规则当回事
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办事不排
队、随意闯红灯、在公共场所吸烟和
乱扔垃圾等。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至少我们都输给了规则，甚至违反了
法律。

社会的有序发展，离不开各种规
则保驾护航，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把
规则当回事，我行我素，生活必然会
陷入混乱，这也正是制定各种规则的
题中之意。

遵守规则不是“迂腐”“死板”，
而是生活常识，更是对我们自己的一
种保护。相反，不遵守规则，不仅扰
乱了社会秩序，甚至可能要付出血的
代价。

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你我无法
将自己置身规则外。规则面前，人人
平等，你我不是局外人，必须遵守规
则，且应该成为一种习惯。

欢迎赐稿 欢迎吐槽
微信：lhwbgzpt QQ:312439348
邮箱：lhwblxj@163.com

近日，为了开展“封山
禁牧专项整治行动”，山西
省临汾市蒲县黑龙关镇不少
村庄的养羊散户都接到通
知，限期 10天内卖掉羊。

“凡在野外放牧山羊的，每
只羊处以100元罚款，并限
期变卖处理”，但2014年，
该县还在大力鼓励农民发展
养殖业。（《中国青年报》）

再好的政策也需要实事
求是地贯彻，再利国利民的
事情也应当科学推行，充分
考虑群众的诉求，争取群众
的支持，而不是“运动式”
地推行。

篡改高考志愿为何一再发生

□韩金惠

近日，上海松江交警部门在上海率先使
用电子警察对驾驶员开车接打手机的行为开
出罚单，在各大街启用高清摄像头进行抓
拍，一个星期就查获30多起看手机开车的违
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些驾
驶员将被记2分、罚款200元。（详见8月9
日本报22版）

开车玩手机已成为很多司机的通病，更
要命的是，一手握方向盘，一手点手机屏幕
的危害，并未引起司机们警觉。很久以前，
就有人做过科普：开车时看一眼手机最少需
要 3 秒，假如这时你以 60 公里的时速开车，
看一眼手机等于盲开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
况就会措手不及。鉴于此，我国相关法律规
定，有驾驶机动车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行为
的，扣 2 分。然而，交警普遍面临执法难，
让法规实施打了折扣。

按照交警的说法，电子摄像头不具有摄
录打手机等行为的功能，只能靠民警发现。
而民警只有在车辆驶近才能发现驾驶员打电
话，再加上有的驾驶员一看见交警就立刻把
手机放下，等过了交警再打，这就大大增加
了对此类违法行为取证的难度。同时，随着

手机功能越来越多，开车时使用手机如何界
定是否违法也存在较大难度。《道路交通安
全法》中只对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
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有规定，而如今聊微
信、刷微博、抢红包……玩手机的方式越来
越多，有的司机还会以使用手机导航为理由
躲过处罚。

上海松江交警在市内路段试点对此类违
法行为非现场处罚，开了一个好头。所谓非
现场处罚就是在各大街启用高清摄像头，并
增加查处针对打手机开车的功能，抓拍后可
以直接获取车辆信息，然后由专人筛选其中
的违法行为，符合相关要求后录入到电子警
察的系统平台，并下发处罚通知。这种非现
场处罚解决了交警取证难题，值得其他地方
借鉴和推广。

开车是个需要全神贯注的技术活儿，开
车时玩手机，就如同随车携带着一颗定时炸
弹，伤人伤己。希望开车玩手机能够和酒驾
一样，成为交警部门常态化治理的一部分，
而不是仅限于专项整治。

开车时看一眼手机最少需要3秒,假如以
60 公里的时速开车,看一眼手机等于盲开 50
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会措手不及。利用街
头高清摄像头抓拍,解决了开车看手机的取证
难题,这种非现场执法应常态化。

抓拍处罚开车玩手机应常态化

限期卖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