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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网约车用户普遍面临的物品
遗失问题，滴滴出行于6月11日公示
《网约车物品遗失管理办法(试行)》，
其中提出，乘客因自身疏忽导致物品
遗失的，应尽量自行领取物品。如无
法自行领取，可与捡到物品的司机协
商送还方式、时间，送还物品的合理费
用；司机归还物品时，乘客应给予合理
费用。（据新华网）

司机虽然是服务者，但大多数时
候物品遗失并不是他们造成的，而是
乘客个人疏忽造成的。他们替遗失物
品的乘客保管遗失物品，付出了时
间、交通等成本，物质补偿是理应获
得的回报。不过，多少才算“合理费
用”，在这个《管理办法》里是没有
明确规定的。有必要设置合理的上
限，避免出现漫天要价的现象，从而
衍生其他不必要的麻烦与冲突。在这
一点上，不能企业自说自话。“失物
保管费”的具体标准，应该跟这个费
用本身一样，既要合法，又要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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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个人志愿全交给大数据
□鲍南

高考结束后，如何填报志愿是摆
在家长和考生面前的大事。目前，多
家上市公司和新三板公司被这块市场
吸引，纷纷推出大数据帮填志愿服
务，甚至还有收费5万元的首席咨询
师提供一对一辅导。不少家长奉上真
金白银，希望孩子一分都不要“浪
费”，实现鲤鱼跃龙门。（据新华网）

“七分考，三分报”，“填报咨
询”确有存在合理性。中国有数千
所高校、数百种专业，各地录取办法
不尽相同，学校录取分数线每年一个
样……种种变量加在一起，使得填报
难度颇大，但填报志愿的容错率却很
低。许多人担心与心仪的学校失之交
臂，更担心选错专业，直接影响一生

的职业轨迹。在这些复杂因素的影响
下，家长倾向于求助专业机构实属人
之常情。

但大数据匹配有几分准头？家长
与考生恐怕同样要考量。面对高考志
愿这片千亿级的刚需市场，想要分一
杯羹的机构不在少数，泥沙俱下实属
必然。已经有许多所谓“专家”“天价
服务”被证实为炒作。更要看到，这
些机构口中一种专业和一所大学的好
与坏，多是根据毕业生就业率、薪酬
量化出来的，但每个考生的志趣并非
大数据能够预测的，未来的人生价值
也远非薪酬可以衡量的。倘若硬着头
皮削足适履，将来受苦的还是自己。
一定意义上，填报志愿也是一场考
试，别人难以代劳，唯“机构”是从
或者唯父母是从都未必会有最好的结
果，最关键的还是考生自己的理想爱

好是什么。
帮助考生填好志愿，其实相关部

门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近些年，从
估分填志愿到知分填志愿、增加平行
志愿，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填志愿的
难度已经大大降低。但面对琳琅满目
的高校和专业，考生依然处于严重的
信息不对称状态。与其让所谓机构去
指挥，倒不如呼吁各大高校将招生信
息、培养方案、师资力量、转专业机
制等关键信息充分披露，更加主动地
与考生及家长交流。不断提升专业

“透明度”，无异于提高考生填报志愿
的容错率。

人的成长本身具有多重可能，无
论是高考改革，还是志愿填报，让选
择更加契合内心是大势所趋。考生应
当更加主动地描绘人生蓝图，而非把
未来全交到别人手中。

“刷脸”支付须筑牢安全基石
@大河网：#无人销售西瓜摊#

日前，在郑州的一些社区、写字楼
附近出现了无人售卖西瓜摊，市民
挑好西瓜只要按照标签显示的价格
扫码付款即可。瓜农高先生告诉记
者，为节省人员成本，采取设立无
人售卖点的方式卖瓜。他表示，多
数市民买了西瓜会自觉付款，损耗
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点评:“无人销售西瓜摊”不仅
是一种销售模式，也是对市民交易
诚信的检测。郑州市民交出的好答
卷，传递更多的是一份人们互相信
任的力量与美好，愿这样的“无人
瓜摊”遍地开花。

@工人日报：#婚纱照陷阱多#
对于很多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
来说，拍婚纱照必不可少。然而记
者调查发现，在光鲜亮丽的婚纱照
背后，婚纱摄影行业鱼龙混杂、暗
藏玄机，消费环节到处都有“猫
腻”。隐性消费、二次销售、样片
当客片……新人们一不小心就可能
掉进不良商家的陷阱。

点评：婚纱照市场之乱，乱在法
规与监管缺失。以餐饮行业为例，
包间费、开瓶费、天价菜肴……都是
经过无数次新闻曝光、舆论热议，才
逐渐得到规范，遏制住商家种种不
良行为。整顿婚纱摄影行业同样要
经过这个过程，我们只能希望这个
过程越快越好。

@厦门晚报：#保安成法学学
士# 白天，他是同学眼中的“蹭课
大叔”；夜晚，他是厦门大学校园
的“守护者”。今年 51岁的厦大保
安周德新 5年里通过 40多门考试，
即将获得厦门大学法学学士学位
（成人高等教育）。提到未来的打
算，周德新说，他还是会待在厦
大，哪怕还是在校门口当保安。

点评：周德新值得敬佩，但没必
要过分拔高。说到底只是个人的梦
想与追求罢了，有人想获得学士学
位，有人想锻炼出六块腹肌，两者并
无高下之分。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重点不是保安成为学士，而是梦想
本身，以及勇敢实现梦想的过程。

□杨玉龙

记者日前采访多个业内人士了解
到，人脸识别借助深度学习的应用与发
展，识别通过率明显提升，而结合一些
其他的辅助身份认证手段以及大数据分
析手段，能够较大程度地确保交易的安
全性。不过，人脸等生物信息的隐私安
全问题也引发了关注。业内人士也呼
吁，应该加快制定和出台适应生物特征
识别技术应用的法律法规。（据《经济
参考报》）

“刷脸”支付所带来的便捷性与
时尚感是显而易见的。但另一方面，
也引发公众对支付安全的担忧。比
如，此前有媒体就指出，目前刷脸支
付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存在失误率；
二是只要数据被采集、上网，就可能
存在被破译和盗取的风险。可见，即
便是失误率不高，也会给个人造成一
定损失。

“刷脸”支付虽有着良好前景，但
笔者以为，须筑牢安全基石。一则，借

力技术手段。比如，业内人士表示，
“双胞胎”确实属于一个难以攻克的难
题，因此银行才多会通过一些辅助认
证、交叉认证的方式来确保交易的安全
性。其实，对于技术问题公众虽是“门
外汉”，但银行和支付机构却应通过技
术改进修补安全漏洞。

二则，借力非技术手段。比如，
面对“隔空盗刷”问题，银联已明晰
赔付政策的“风险全赔付”原则。而
支付宝则是采用保险兜底的方法，来
解决盗刷风险的。对于公众，面对

“刷脸”支付尤为担忧的就是盗刷，如
果有着相应的赔付机制，无疑会提升
支付安全感。

最后，消费者应增加防范意识。对
处于互联网时代的个人而言，应认识
到，每个人都近乎“透明”，只要上
网，网络轨迹都可以被辨识，这是无法
避免的时代趋势。这也就意味着，一方
面个人应增强网络安全意识与个人信息
保护意识；另一方面面对新鲜的事物，
勇于尝试虽可，但遭遇到权益侵害时，
也应及时依法维权。

车主索赔一元暖人心

6月12日下午一点半左右，在市
区嵩山路与辽河路交叉路口，一名骑
三轮车的老人闯红灯，与一辆汽车撞
在了一起。郑先生了解到老人平时收
废品，挣钱不容易，生活比较困难。
当即，他决定让老人赔偿一元钱。（详
见本报昨日03版）

王学明：根据交通法规，老人应
对此次交通事故负全责，赔偿郑先生
车辆修理费。而郑先生在了解老人生
活困难后，仅让老人赔偿一元钱，这
一举动让人倍感温暖，也让我们看到
了人性的真善美，向社会传递了正能
量。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车主郑先
生不要1元赔偿岂不是更好？其实，向
老人索赔一元钱比不要赔偿更有意
义，郑先生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老人
记住：遵守交通规则就是珍爱生命，
对老人来说这难道不是一堂生动的安
全教育课吗？文明礼让斑马线，和谐
安全你我他，就让我们从自我做起遵
守交规、安全出行。

做文明的感召者

6月 11日，网友“万里丹山路”
发了条朋友圈：“每天早上5点多，一
名女子准时出现在学校操场，一边锻
炼一边捡垃圾，为她点赞。”（详见本
报昨日04版）

刘予涵：读罢这则新闻，笔者和
众多网友一样，不禁对这名女子肃然
起敬，并真心地为她点赞！文明的感
召，就在于我们的一言一行之间；文
明的环境，需要大家共同创造。我们
每个人都应像这位市民那样，从我做
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做一个文明
的感召者，用自己的文明行为去感染
他人，带动身边，影响周围。这样，
文明的力量就会越放越大，我们的城
市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莫让预付卡成“槽心卡”

“在饭店办了一张会员卡，刚用
一次饭店不干了，这卡上剩的100多块
钱该咋办呢？”6月12日，市民王女士
向记者反映，她之前在市区海河路一
家饭店办了一张会员卡，前不久去消
费时，发现饭店门上贴着“转让”两
个字，她也没有接到过任何通知。（详
见本报昨日03版）

梁云祥：虽然媒体报道预付卡消
费纠纷的案例很多，但遗憾的是，我
们不断地报道、澄清、揭露，最终能
够协助消费者通过相关部门成功完成
维权的情况却不多，缺乏常态和制度
保障的惩治行为往往是“按下葫芦浮
起瓢”，普通消费者和劳动者的权益难
以得到根本保障。预付卡不应变成

“槽心卡”，预付消费也决不能成为坑
人的陷阱。真正使预付卡消费带来实
惠与便捷，关键在于建立健全一套完
整的监管制度和规范，让不良商家没
有空子可钻，应从门槛准入、履行合
同、售后维权等各个环节，对预付卡
消费实行规范化、制度化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