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遛狗不牵绳子，狗吠产生纠纷，引发两家悲
剧——— 据媒体日前报道，在上海青浦一小区，小
周到快递箱处取快递时，一只大概六七十厘米长
的土狗突然蹿了出来，很凶地朝她吠个不停，呈
现出攻击状态。小周爸爸屈先生赶来，企图把狗
赶走，狗的主人小张不满，产生了争执，殴打屈
致其倒地，最终屈被送医抢救无效死亡。21岁的

小张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青浦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据《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一条狗毁了两个家庭，这是一个沉痛的教
训。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推进和群众生活
水平提高，养狗已从传统的看家护院，向精神寄
托和增添乐趣方向转变，不少人还将狗作为家庭
一员来饲养。然而，狗的问题随之而来，小到
“随处可见的犬粪便”“狗叫扰民”，大到狗吓
人、狗伤人、污染环境及传播疾病，甚至引发邻
里纠纷和血案。可以说，“遛狗不牵绳”等不文
明养狗行为，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
病”，这也是酿成“两家悲剧”的一个重要社会
背景。

“狗”为患，非“狗”错，而是人之过。正
如很多网友留言，“这不是狗的问题，是人的问

题”“接二连三由养狗引起咬人伤人事件，栓根
绳子再出门就那么难吗”……如果狗的主人有起
码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水准，有基本的规则意
识，还会如此理直气壮地“遛狗不牵绳子”并拳
脚相加吗？不遵守“用绳牵领狗”“即时清理狗
粪便”等基本规范，不尊重他人不受狗干扰的权
利，不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养狗，就没有养
狗的资格。

遵守规则、文明养狗，是医治“狗患”的药
方。但也要看到，文明养狗不会自然到来，无论
是养狗人的社会责任意识，还是养狗人的自身文
明素养，都不会“天生就有”，而是需要宣传教
育灌输，需要刚性规则引导。日前，西安市公安
局推出了史上最严格举措以整治不文明养狗行
为，对于不听劝阻的不文明养狗者，吊销其养狗

登记证，五年内不得再养狗。据当地媒体报道，
此番西安对“狗患”的治理可谓动了真格，并且
出动“内外双线作战”，既加强源头管控，也强
化末端治理，效果十分明显。

养狗规则和养狗文明是相互萌发、相互促进
的，文明养狗就是一个他律和自律的互动过程。
对于养狗登记、防疫、年检、处罚等规则，管理
者“松一阵、紧一阵”，养狗人就可能“松一
阵、紧一阵”。始终保持“严”的力度和韧劲，
始终勒紧养狗规则之绳，以严格执法“倒逼”文
明养狗，养狗人才能真正敬畏规则、认真遵守规
则，文明养狗才能够逐渐地成为一种习惯。严格
遵守规则，养成文明习惯，与人方便、与己方
便，不仅是对他人安全的尊重，也是对狗的负责
和爱护。

8月28日，网络爆料称，华住集团旗下连锁酒
店用户数据疑似发生泄露。数据泄露范围包括：官
网注册资料约1 . 23亿条记录；入住登记身份信息
约1 .3亿条；酒店开房记录约2 .4亿条。当天下午，华
住集团发声明称，已在内部迅速开展核查，并第一
时间报警。当晚，上海警方已经介入调查。（8月29日

《新京报》）
这是一起重大信息数据泄露事件，被泄露的

开房记录高达2 .4亿条，涉及到1 .3亿人的个人隐私
信息，波及范围之大，在历年来信息数据泄露事件

中，排到前列。
显而易见，该起酒店用户数据泄露事件，埋下

了巨大的信息安全隐患。警方要尽快破案，查出数
据泄露的真相，抓获犯罪嫌疑人。而要想真正保护
好公民个人隐私信息，就要在技术和法律方面同
时入手。一方面提升技术防范水平，建立严密的信
息数据“防火墙”；另一方面加大法律打击力度，对
违法窃取、传播、交易公民个人信息数据的行为，
予以严厉惩罚，让违法者付出高昂的代价。

（文/江德斌 漫画/张建辉)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
网，对2000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1 .6%
的受访者用过电子病历，68 . 7%的受访者希望推
广电子病历。60 . 0%的受访者觉得电子病历可以
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56 . 0%的受访者觉得可
以让医护人员更充分地了解患者就医过程，同
时，68 . 4%的受访者担心不同医院之间难以联网
调阅病历，51 . 6%的受访者担心电子病历泄露患
者的信息。促进电子病历的推广，69.6%的受访者
建议建立标准化的电子病历使用规定。

这次调查真实地反映出患者对于电子病历
的期待。电子病历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化验检
查，让医护人员更充分地了解患者就医过程，省
去了患者带纸质单据的麻烦，有利于加强患者在
不同医院间就诊的连贯性，能够更清晰地呈现患
者就医情况，便于约束虚假就医行为，这些好处
不仅客观存在，而且更多好处有望被发现。但也
要看到，这是站在患者的角度来看待电子病历。

若站在医院和医生的角度，看法就会存在很
大的差异。比如重复检查可为医院带来收益，电
子病历将检查最小化，等于也将医院的检查收益
最小化；其它的种种好处多数只是对患者有利，
对医院和医生未必有利，相反，患者眼中的部分
好处反而会增加医生的担心，最为明显的是，电
子病历实现在医院之间共享，患者担心的只是信
息安全，但医生则会担心自己的诊疗过程会大白

于天下，接受任何一位同行的审视，稍不小心，就
可能被内行看出问题。

病历电子化虽然属于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但因为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对于电子病历的看
法也存在很大不同，患者当然希望在确保信息安
全的前提下，让电子病历的发展步伐更快一些，
但医院和医生因为存在一些顾忌，就会希望这个
过程尽量慢一些。正因如此，当医院和医生在这
方面具有更大的话语权时，电子病历的发展难免
会受到掣肘。

种种迹象表明，电子病历的发展，其实已经
成为一场医患博弈，只要这种博弈存在，即使话
语权转到了患者手中，也未必能够促进电子病历
的迅猛发展，因为只要医院和医生不情愿，他们
找理由进行软抵制就轻而易举，甚至不着痕迹。

电子病历的发展离不开医院和医生的配合
和支持，但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应该变医患博弈
为医患合作，其中最关键，是做好改革的利益分
配，不让任何一方因电子病历的普及而损害到利
益，如此才能实现医患双赢。

在具体策略方面，首先应该改变当前按项目
付费的模式，只有当按病种付费和门诊费用包干
等综合付费模式得到普及之后，医院才能从减少
检查和用药上得到好处。也只有医生对电子病历
可能暴露自己诊疗瑕疵的担心消除后，医生才会
以更加坦荡的胸怀，让诊疗过程公开化。

■ 漫 画电子病历发展

不应成为一场医患博弈
□ 罗志华

狗为患 人之过
□ 孙秀岭

2018年9月10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周学泽

电话:(0531)８５１９３３２６ Email:zxz@dzwww.com观点4 广告

8月27日，一则“微信视频报警”的文章引发
网友热议。广州天河警方在公众号“广州天河公
安”上开发了“微护航”服务，用户使用护航服
务后，每分钟会自动向公众号发送定位。（8月28
日《南方日报》）

顺风车命案发生之后，一些地方的警方开发
出一键报警服务。但值得注意的是，各地警方推出
的一键报警，仅限于当地使用，而且还必须事先关
注警方的微信公众号，否则无法使用一键报警。

一键报警服务，最好全国统一。这样某些乘客
异地出差，就能方便报警了。全国统一一键报警还
能减少开发成本，而且这也不存在什么技术难题。

但与此同时，也不能把一键报警当成保障安
全的“灵丹妙药”。要认识到，某些意外情况会影响
一键报警。也就是说，保证乘客安全，不能指望某
一种办法来救命，而是要打出有效的“组合拳”。

某些网约车司机之所以敢于伤害乘客，并不
完全是因为缺少便捷的一键报警，而是因为整个
网约车市场很不规范，从“司机群”的聊天记录能
看出某些网约车司机素质极差，从整改不力能看
出网约车平台的企业责任感不强。所以，保障乘客
安全不仅要从报警等细节入手，更要进行全面彻
底整治。

一键报警应统一

更要打“组合拳”
□ 冯海宁

网络暴力，是舆论空间中常见的一种现象。
与现实社会中暴力行为的个体性不同，网络暴力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由群体主导。（据新华社）

有两个最新案例：一是8月25日，四川德阳
一名女医生在游泳池与一个小男孩发生冲突，
双方报警，警方具体说法还没出来，男孩家人
就把剪辑过的视频发在网上，引得很多网友开
始抨击女医生和她的丈夫。因不堪压力，女医
生选择了自杀。二是周海媚在热播剧《香蜜沉
沉烬如霜》中扮演反派角色演技太好，一些
“入戏太深”的观众对她开展了持续数周的人
身攻击，最终迫使她退出了微博。

看到这一起起令人遗憾的舆论事件，以及
一桩桩悲剧的发生，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反思
网络暴力言语的不堪、对人格权利的侵害。

著名学者汉娜·阿伦特曾提出“平庸之
恶”概念，即对显而易见的恶行不加阻止甚至
从众参与。网络暴力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平庸之
恶。单独地看某个具体的网络暴力参与者，他
远非恶贯满盈，但当点滴语言叠加起来，就会
呈现出巨大的破坏性。

网络是人类最新一次技术革命的产物，人
类社会期待它推动文明的进步，而不是相反。
谁也不能把群体无意识当作借口，你的文明程
度怎样，网络文明的尺度便怎样。

网络暴力

是“平庸之恶”
□ 王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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