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重庆、上海、山西、沈阳、贵州、河南等省
市卫生和社保系统出现大量高危漏洞，数千万用
户的社保信息可能因此被泄露。按照补天漏洞响
应平台给出的数据，目前围绕社保系统、户籍查询
系统、疾控中心、医院等大量爆出高危漏洞的省市
已经超过30个，仅社保类信息安全漏洞统计就达
到5279 . 4万条，涉及人员数量达数千万，其中包括
个人身份证、社保参保信息、财务、薪酬、房屋等敏
感信息。（4月22日《经济参考报》）

当下社会正从IT时代向数据处理技术时代迈
进，收集、保存、维护、管理、分析、共享正在
成指数级增长的数据，是政府必须要面临的挑
战。最显著的特征是，一轮又一轮的电子政务浪
潮，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力量来推动政府工作。但
是，我们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工作上，远没有做好
相应的转变和提升措施。此次社保信息泄露，说
明政府数据的安全保卫工作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
地步。

这些公众数据泄露有多大危害？从轻处看，
大量个人隐私信息可能被一些人员倒卖获利，平
时我们很多人都接到不少广告骚扰电话，让人不
胜其扰，更可怕的是犯罪分子利用个人信息制造
一系列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从重处看，社保系
统同时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信息和数据来

源，一旦系统信息被不法分子进行篡改，后果不
堪设想。比如说，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社保系统漏洞可能泄露全省至少213万农村参与
社保人员的信息，黑客可利用漏洞随意修改社保
待遇，停发社保金。从报道上看出，各省市目前
发现的漏洞仅是冰山一角，个人信息泄露情况可
能比我们想象得还要严重。

显然，数据安全意识淡薄是个大问题。正如
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专家曹岳所言：类似
地方社保等很多部门和公司，实际上对网络信息
安全保护意识非常缺乏，也没有太重视对于相关
人才的培养，很多时候即使出现了信息泄露问
题，也仅仅是“捂盖子”，不会进行太多的补
救。

安全意识淡薄，也导致目前政府数据安全的

投入极为匮乏。推进电子政务以来，很多部门和
产业都存在“重建设轻运维”、“重管理轻安
全”的情况，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和人才方面的
投入都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如果安全意识跟不
上，随着数据越来越“值钱”，类似的事件将会
继续暴露出来。

在笔者看来，互联网时代，信息泄露的社会
危害性绝不不亚于其他类型的责任事故。当务之
急，应该仿效矿难事故、环境污染等责任事故中
的政府责任认定，强化数据安全事故责任。不
过，我国法律对个人信息泄露责任，过多侧重于
直接侵权人，即实施盗取、非法搜集、利用和买
卖者，却很少涉及政府作为个人信息保有者的追
责方面。因此，提高数据安全意识，还需要法律
完善来助力。

淮北女孩闫敏（化名）近日遇到一烦心事，
因办理教师资格证，按照要求去当地居委会盖章
以证明自己无犯罪记录，居委会告诉她必须派出
所先开无犯罪证明后他们才能盖章，而派出所要
求必须需要无犯罪证明的单位先开需要无犯罪证
明的证明，他们才能开具无犯罪证明。（4月22日
《市场星报》）

看完了这么一段绕口令似的句子，不管你晕
不晕，反正我是晕了。通过这个奇葩的“证明之
证明”，唯一能够证明的一件事，就是一些部门
的无理蛮横。前几天一则“证明你妈是你妈”的
新闻，招致了公众的一致质疑，相比之下，这个
“证明之证明”的办理难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对
于当事人来说，要求开证明的教育部门和能够开
证明的当地居委会以及派出所之间，事实上形成
了一个密闭的圈子，在这个圈子里他们对当事人
提出了一个彼此矛盾而永远无法实现的要求，于
是当事人只能像皮球一样在三个机构之间来回奔
波，不断地被拒绝，但事情却永远都办不了。

可以说，如果不是媒体的介入，这个皮球还
会继续踢下去。但是媒体介入之后，问题就解决
了，恰恰证明之前的要求根本就没有必要，是在
故意为难当事人。简政放权的口号喊了多少年
了，但通过这个“证明之证明”来看，显然没有
达到预期效果。“证明之证明”除了说明需要进
一步推动简政放权之外，还说明一些政府部门、
办事机构服务意识、服务理念、服务水平上的严
重滞后，这显然是急需改变的。

“学车这种事，真的是不能强求啊，有的人天生
就不适合开车。你决定不学了，我也放心了。”21日中
午，湖北武昌中北路某驾校的张校长，握着网友王
女士的手，松了一口气。

“这14年来，我都是在这家驾校学车，教练换了

好多批，校长也换了，惭愧的是，我这个‘最老’学员
依然还在。”王女士说。王女士40岁，2001年她在驾校
报名，两年“有效期”科目二怎么也过不了，她只好
重新报名……时光如梭，交了5次学费，每次考试都
只科目一通过。(4月22日《楚天都市报》)

4月22日，国家版权局办公厅正式发布
《关于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的通知》，明
确规定互联网媒体转载他人作品必须先获授
权，并对转载内容支付报酬。这意味着互联
网媒体免费使用传统媒体内容的时代行将结
束。(4月23日《新京报》)

世界读书日的主旨宣言为：“希望散居
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
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你是患病
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都能
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文
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
产权。”国家版权局办公厅正式发布通知规
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是这个读书日送给作
者的最好礼物。

版权消息这么好，但关键看执行。记得
2013年9月23日，国家版权局官网发布了关
于《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修订征求
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根据修订
内容，原创作品每千字稿酬将有望从目前的
30元至100元，提高到100元至500元，原创
作品的版税率则有望由目前的3%至10%，
提高至5%至15%。当时，这个“好消息”
令无数作者欢欣鼓舞。可是，过去快两年

了，只见不少的报刊杂志明升暗降，或者只
降不升，甚至干脆“关门大吉”。涨稿费对
大多数作者来说，成了画饼，成了水中花，
镜中月。

现在，网络转载作者的文字、图片等，
“任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用告知作
者、不用支付稿酬，甚至连名字也不用署，
将“拿来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作者往往一
篇小文精心打造出来以后，向一个个刊物或
网站投稿，得到的结果都是拒绝。但偶尔一
家发表出来，原来拒绝发稿的刊物、网站却
像抢金子一样地疯狂转载。如果作者询问稿
酬，则要么置之不理，要么理直气壮地宣
称：“转载的都没有稿费，这是行规，你连
这都不懂，还玩什么文字？”这时候作者除
了郁闷，还是郁闷。想通过法律途径来解
决，没有依据，普通的作者也消耗不起。

如今，《关于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的
通知》正式发布，笔者也是作者队伍里的一
只“小蚂蚁”，真诚地希望《通知》里的规
定能够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来实行，互联网
媒体免费使用传统媒体内容的时代真正早日
结束，广大作者的知识产权能够得到切实的
保护。

作 者/ 张建辉

曾经引起轰动的北京人济山庄“空中别墅”，
在拆除高楼屋顶之上的建筑物后，今年开春后业
主又偷偷行动起来了。这次不是盖假山，而是种
树。（4月23日《信息时报》）

“最牛违建”拆了，却又开始种树，令人诧异。记
得当年这个业主的“最牛违建”遭到曝光和舆论强
烈质疑后，历时一年方才拆除完成，一建一拆花了
600万元。当时，业主本人表示，他已经认识到了错
误。希望事情尽快过去，不要再被全国人指责，“这
辈子也不想再经历”。可是，言犹在耳，他就开始搞
起了“最牛绿化”。到底是他自己不长记性，还是执
法惩罚措施不够？

只有严管重罚，才能让“最牛违建”长点记性。
“最牛违建”业主又在屋顶种树，说明当初的处罚
力度显然不够。笔者认为，必须厘清各个部门的责
任，明确权限，让业委会、物业、城管、绿化、住建委
等单位和部门都担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来。只有
严管重罚，才能让各种各样的“最牛违建”不再牛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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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转载付费

关键看执行
□ 廖立湖

大数据时代信息泄露也是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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