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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龙

11月2日，工信部宣布印发《关于
推进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的工作
方案》的通知，明确将完善骚扰电话的
发现、举报、处置流程，切断骚扰电话
传播渠道，今年 12月底前全面清查
“95”“96”“400”号码等资源使用情
况，同时加强“+86”国际虚假主叫拦
截，“响一声”、“呼死你”也将被拦。
（详见本报昨日02版）

此次工信部出台的工作方案，明确
了具体要求，如本月底前，互联网企业
清理“呼死你”软件，切断搜索、发
布、下载、交易渠道；明年6月底前，基
础电信企业建立骚扰电话拦截策略，完
善骚扰电话拦截流程等。可见，根据此

次方案，就是在向“呼死你”等骚扰电
话“下狠手”。

不过，有了“好方案”更须“好落
实”。比如，据记者11月3日体验，在淘
宝搜索“呼死你”软件，显示搜索结果
为 0，但将搜索关键字设置为“呼你”
后，便搜索到了数十家出售电话销售系
统和批量外呼程序的店铺；登录百度，
搜索“呼死你”等关键词，仍出现多条
呼死你免费破解版、呼死你网页版等内
容，且多为软件下载或购买链接。

由此可见，对“呼死你”不使出
“治死你”的手段，一些不法软件、商
家，以及使用者就不会绝迹。

首先，技术层面须给力。企业要规
范通信资源使用行为，强化主叫号码鉴
权和溯源能力，推动话音业务规范、技
术手段防控、营销服务规范等；也应加

强骚扰电话的预警、监测、识别和拦截。
其次，依法打击须给力。相关部门

对骚扰电话举报投诉，须追根溯源，有
案必查，查实必罚；依法切断相关软
件、设备在互联网上的搜索、发布、下
载、交易渠道，让相关软件和设备信息

“发不出、搜不到、用不了”，发现一起
清除一起。唯有让违法者吃到苦头，才
能消弭给公众带来的伤害。

再者，用户防范须给力。在骚扰电
话无处不在的当下，用户须加强安全防
范意识，加强个人信息保护，通过安装
防骚扰软件，不轻信身份不明的短信及
网络电话等，可有效增强安全系数。同
时，消费者也应有举报维权意识。比
如，遇到“呼死你”等骚扰电话时，不
仅要及时屏蔽，也应向有关部门进行反
映，以使其得到精准打击。

最近几天，有不少在深圳大学
就读的学生家中收到了一份特别的
快递——学生的成绩单。据了解，
收到成绩单的都是有学生在深圳大
学生命与海洋科学学院2016级和
2017级的家庭。而收到的成绩单
均为一封EMS快递，在这封EMS
快递内包含《致家长的一封信》、
成绩单、成绩的换算方法，以及老
师的联系方式。（据《北京青年
报》）

高校给学生家长寄成绩单，是
对学生负责，对家长负责，可以让
学校和家长之间保持一定的联系沟
通，有利于家长了解学生学习情
况，对孩子进行监督教育。另外，
家长作为“出资方”，也有对学生成
绩知情的权利。显然，高校给学生
家长寄成绩单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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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骚扰电话 就要动真格

“蹭暖费”本质是乱收费
□张玉胜

随着取暖季的临近，又到了一年一
度收暖气费的时候。近日，河南省新乡
县陆通龙园小区有居民向媒体反映，小
区物业出了规定，如果你已经入住、但
不准备交取暖费，就得交供暖总费用
30%的“蹭暖费”。这条规定在小区里
引起较大争议。(据央广网)

用水交水费、用电掏电费、取暖交
暖气费，早已是妇孺皆知的生活常识。
可这没取暖就需交的“蹭暖费”，却闻所
未闻，本质就是一种乱收费行为。诚
然，鉴于现行小区的楼房建筑结构，只
要楼上楼下都开着暖气，中间住户“蹭
暖”现象就不可避免。至于有住户出来
显摆“不用交费家里也很暖和”，抑或是
有人找到物业，表达出因邻居不开通暖
气造成自家温度流失的不满，充其量反
映出了“一家通暖气，四周散热量”的

客观现实，这不能成为小区管理者随意
收取“蹭暖费”的理由。

退一步讲，即便是要征收“蹭暖
费”，其在实际操作上也不乏困难。比
如，以供暖总费用的 30%收取“蹭暖
费”该如何计算，是以上年的小区供暖

基数事前平摊，还是以今年的实际用量
过后算账？抑或是按上下两家用暖费用
的30%核计？鉴于小区住户情况的千差
万别，一楼和顶层住户的“蹭暖费”是
不是该减半？事实上，交纳“蹭暖费”
的住户并不掌握“蹭暖”主动权，需靠
上下邻居的“施舍”和“照顾”，如果他
们因故关闭了暖气，那么中间住户就势
必无暖可“蹭”，这显然有失公平。

道理很简单，“蹭暖”不过是一种缘于
居住架构形成的自然现象，收费是要讲求
道理和依据的，这道理就如同不能向靠近
路灯的住户收取“蹭光费”一样。收取“蹭
暖费”是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乱收费，当
地政府部门应当依法对其叫停和制止。
小区业主也可以向物价主管部门举报，或
以提起诉讼的方式依法维权。破解供暖
管理之困，还需从改善供给侧管理与服务
的层面寻求良策，而不是随意向住户伸手
掏兜，甚至不惜祭出“蹭暖费”之类的莫须
有的名号。

有一种好
叫别人家的物业

老人“反杀”保健品骗局的启示
□苑广阔

温州年过七旬的李老太花两万多元
买保健品，吃了之后肚子痛了好久。李
老太觉得有猫腻，于是举报。市场监管
部门介入调查，李老太还当了卧底——
她再进会场，暗中录音取证。人证物证
俱在，查清事实之后，执法部门近日向这
家保健品公司开出110万元的罚单，李
老太获6.6万元奖金。（据《钱江晚报》）

事件被媒体报道以后，引发了网友
一片叫好。过去媒体报道的都是老年人
被各种各样的保健品营销公司所欺骗，
既损失钱财，还损害健康，有些老年人
直到去世，家里成堆的保健品还没有吃
完。而这一次，当事老人花了2万元购买
保健品，最终却通过充当执法部门的卧

底，获得了6.6万元举报奖金。
老人通过对保健品营销骗局的举

报，完成了对保健品营销公司的“反
杀”，确实给那些曾经被欺骗的老年人群
体出了一口恶气。但是这件事最值得关
注的，不是当事老人“投入”2.2万，最
终却获得了6.6万元的“回报”，也不是
她充当卧底的过程多么惊险曲折，而是
她在意识上的觉醒。老人开始并不是充
当卧底的，而是购买保健品服用以后，
身体出现了状况，进而觉得自己上当受
骗，然后积极参与了举报。

而在现实中，很多老年人即便因为
服用保健品导致身体出现问题，也不会
去举报，而是把其当做服用保健品后身
体出现的正常反应，或者干脆换一种保
健品再吃。多数老年人之所以会如此，
一方面是不知道自己的举报是否真的有

用；另一方面，则还是源于对健康、疾
病、生老病死缺乏客观理性的认识，把
延年益寿的希望寄托在各种保健品身上。

老人要有这种意识上的觉醒，除了通
过平时加强自我学习、自我认识上的提
高之外，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比
如老人的子女，是否愿意拿出必要的时
间和精力向老人传递一些科学、健康养
生的常识；比如各地的老年大学，能否
在教授琴棋书画之余，也向老年人传授
正确的健康和养生理念；比如媒体、医
疗机构，能否通过自己的渠道和方式，
向全社会的老年人传递科学健康的养生
理念。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到来，这一
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系到更多老年人
权益的保障，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
谐、进步与美好。

□李小将

11月4日上午，在市区黄河路兰
乔圣菲小区的广场上，物业公司工作人
员向小区业主免费发放萝卜。据了解，
该公司购买了10万多斤萝卜，向其管
理的三个小区的业主免费发放，每家每
户可以分到20斤左右。（详见本报昨日
05版）

在大家的印象中，物业和业主关系
总是不和谐，双方因为物业费、安全和
卫生等问题经常发生争执，甚至大打出
手，以至于市民和网友看到这一幕又
按捺不住，发出“好物业为何总是别人
家的”感慨。

好物业为何总是别人家的？看看这
家物业公司负责人的说法，通过免费发
放萝卜，让业主得到一些实惠，增进物
业和业主之间的关系。一句简单朴实的
话，颇有深意，道出了物业和业主相处
的秘诀。只要物业心里装着业主，真正
做到为业主服务，业主高兴了，物业的
工作自然好开展。

20 多斤萝卜虽值不了几个钱，但
正所谓礼轻情意重，萝卜从中牵线，拉
近了物业和业主之间的关系。

你所在的小区，物业给你发萝卜了
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