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5日，滴滴发起“乘坐网约车需要实名认证
吗？”的投票，网友辩论激烈，已有超15万网友投票。
89%的网友认为需要认证，11%的网友认为不需要认
证。（1月17日上观新闻）

方便快捷的网约车成为许多人的出行选择，这
是移动互联时代给公众带来的“福利”。然而，网约车
的安全问题一直是公众高度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发
生郑州空姐乘坐网约车遇害等案件后，网约车更是
遭遇严重的信任危机。类似案件的多次发生，使得网

约车司机的实名制得到切实落地，所有司机在滴滴
平台注册时，都必须提交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信
息，经“三证验真”与“人脸识别”后完成实名认证。但
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浮出水面：乘网约车需要实名
吗？

赞成乘网约车需要实名的网友认为，司机实名
制保护了乘客，反过来也要保护好司机的安全，因为
乘客也有坏人。滴滴平台也表示，乘客乘坐网约车时
如果没有实名认证，一旦发生危险情况，警方和平台
将不能准确及时地锁定相关人员，无法保障司机的
权益与安全。实际上，现在手机号码已经全面实名制
了，乘客乘坐网约车要使用手机号码注册，绑定相应
的实名认证的支付方式，通过这些信息难道不能查
找并辨识相关乘客，还需要用身份证、人脸识别来实
名认证吗？如果仍然需要，恐怕就是过度收集用户的

隐私信息了。
过多的实名认证事项与程序，反会让网约车失

去不少生意。在一些网站注册自媒体公众号，都需要
实名认证，还要让注册者上传手持身份证相片的正
反面，一些人担心个人信息泄漏给自己造成损失，不
得不放弃注册。同样，乘网约车进行实名认证，提交
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确实让人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
一些用户只得放弃乘坐网约车了。滴滴平台有没有
什么方法严格保护用户隐私？信息安全保障体系跟
上了吗？如果用户信息被泄露，该怎么弥补损失？

有人认为，在实名认证上，对待司机与乘客要赋
予同等待遇。其实，网约车司机与乘客的权力关系与
地位并不是对等的。司机操控着车辆，掌握着行驶路
线，权力与地位更加主动；乘客进入的是一个陌生、
封闭的环境，不能操控车辆，不掌握行驶路线，处于

被动、弱势的地位。因此，司机理应用实名认证等方
式证明真实身份，进一步保障用户权益。何况，网约
车司机从事的是事关社会公共安全的特殊行业，理
应给公众带来安全感呢。公众普遍有安全感，这个行
业才有存在的可能。

当然，乘客也有坏人，可能威胁网约车司机的人
身财产安全，乘客抢劫、强奸、杀害网约车司机的案
例过去也曾发生。但这不是过度收集乘客信息的理
由，在手机已经实名制的今天，乘客确实不需要再提
供更多信息。再说，司乘双方都实名认证了，就安全
了吗？犯罪事件无法100%地预防和杜绝是客观事实。
比如，如果平台审核不够严格，就会导致虚假认证被
通过。所以，滴滴平台的审核不出差错，是很重要的。
此外，有关方面必须对出现的每起投诉严肃处理，才
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司乘人员侥幸作恶。

北京市教委发布实施《关于加强中小学生课
后服务的指导意见(试行)》近4个月。记者发现，尽管
有了指导意见，但是学校提供的课后托管服务仍
然无法满足家长的高需求。北京市政协委员、芳草
地国际学校校长刘飞建议，允许第三方机构进校
提供内容服务。（1月17日《北京青年报》）

为了破解困扰广大家长的“三点半难题”，教
育部在2017年印发了《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
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在广大中小学实施弹性离
校、校内课后托管服务。但从后来的实施情况来
看，课后托管却处于叫好不叫座的状态。

于老师而言，校内课后托管服务补贴标准过
低，与老师的付出不成正比。对家长和孩子来说，
学校免费的校内课后托管服务内容有点单一。笔
者认为，在财政资金补贴力度有限的情况下，校内
课后托管服务应考虑引入第三方托管机构。

课后托管服务引入第三方机构，学校只是负
责免费提供场地，老师不用再为之忙忙碌碌，还能
让学生在更安全更卫生的条件下接受丰富的托管
服务。既让第三方托管机构有钱赚，又在一定程度
上减轻家长送孩子去校外社会托管机构的费用负
担，可谓是一举多得。

一到冬天，就到撒欢吃带鱼的季节了，这
个时候的带鱼肉质最为肥美，是海鲜市场里最
“靓”的鱼。但最近，很多媒体都报道了一件
怪事——— 珠海一位女士在烹饪买到的带鱼时，
鱼肉不仅“咯吱咯吱”作响。进了油锅之后，
更是或打卷儿，或炸裂，场面那叫一个热
闹……谜底揭开，带鱼在油炸后出现爆裂“开
花”的情况，是由于浸泡了非法添加物甲醛。
（1月16日《武汉晚报》）

甲醛大家并不陌生，甲醛是被世界卫生组

织确认的对人体有毒、有害、致癌、致畸性的
一类化学物质，但现在一些黑心厂商却用甲醛
溶液来浸泡包括鱿鱼、墨鱼、螺肉等水产品，
其带来的健康风险可想而知。

“甲醛带鱼”的出现，提醒政府监管到
位，食药监部门、工商部门等政府职能部门必
须责任到位，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只有通过严
格而完善的市场监管，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和杜
绝“甲醛食品”，维护消费者的健康权益。

(文/苑广阔 漫画/张建辉)

卖房子、卖保险、银行理财……广告电话
如今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想
午休，刚入睡，手机响了，“我是XX银
行……”恼火地挂断后，睡意全无;在开会，
正汇报工作，手机响了，挂断后又响，按了静
音还在不停地震动……江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七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江苏省
广告条例》，明确规定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
求，不得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发送广告，该条
例将于3月1日开始实施，其中的这一规定引起
全国瞩目。(1月17日《扬子晚报》)

很多手机用户对广告推销电话都不陌生，
因为很多人每天都会接到这样的电话。这些广
告推销电话甚至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正常生
活。如你在快入睡时，突然广告电话响起，一
下睡意全无，令人忍不住想骂对方，但就算骂
对方也无济于事，这些骚扰电话还是时时响
起，影响你的心情，干扰你的正常生活。有媒
体曾报道过，120生命救援热线甚至都时常遭
到这些广告推销电话的骚扰。

骚扰电话具有风险小、门槛低、隐蔽性强
等特点，虽然公众对骚扰电话深恶痛绝，但一
直以来对于骚扰电话欠缺强有力的法律制约。
虽然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明确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

罚款 ;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五)多次
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
人正常生活的……但并没有明确规定广告推销
电话为违法行为，广告推销电话游走于可罚可
不罚的灰色地带。这有时让各地执法部门无所
适从，导致骚扰电话行为违法成本太低，从而
变得更为猖獗。

江苏明确规定，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
求，不得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发送广告，这在
全国开了先河，首次明确将广告推销电话纳入
法律框架内予以约束，填补了法律空白。不过
《江苏省广告条例》虽然明确将未经当事人同
意或者请求的广告电话规定为违法，却没有设
定相应的行政处罚，这仍然是一个缺陷。但条
例规定了电信运营商的相关义务，规定电信运
营商有义务制止广告电话。对于广告推销电
话，运营商其实完全能够从后台予以识别并予
以限制。所以，强制运营商的责任，有利于从
源头治理广告电话乱象，此举值得肯定。

可以说，江苏立法遏制骚扰电话，找到了
治理骚扰电话的正确路径，此举具有示范意
义，值得各地借鉴。对于愈演愈烈的广告推销
电话乱象，就要将其拉出监管盲区，采取法律
手段规范。

2019年年初，全国2018年出生人口数据即将公
布前夕，生育问题再度引发社会关注，并成为多个
地方正在召开的两会上的话题之一。出席深圳市
政协六届五次会议的深圳市政协委员王军宏建议
深圳尽快出台鼓励激励生育新政，推出更加明确
的精准惠民物质激励措施，如提供奶粉补贴等。(1
月17日澎湃新闻)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多地出台政策措施
鼓励生育，比如湖北咸宁出台的鼓励政策包括：产
假延长至半年；推行弹性工作制度；加大住院分娩
补助力度；买房给予补贴等。在多地鼓励生育的大
背景下，深圳政协委员建议出台包括奶粉补贴在
内的政策鼓励措施也不意外。可能在有些人看来，
很多夫妻不愿意生二孩并不是因为买不起奶粉，
而主要是因为无人带娃、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
但笔者以为，提供奶粉补贴同样有鼓励作用。

奶粉补贴，一方面可以传递出精准、贴心鼓励
生育的信号；另一方面，对中下收入阶层来说，奶
粉补贴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措施，可降低孩子养
育成本。可能有人会担心补贴标准不好确定，其
实，只要政府愿意，总会有办法。比如，可以根据一
个城市购买婴儿奶粉的支出情况确定补贴总额，
给每家每年统一发放固定补贴。

当前，国内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从日本、韩
国以及北欧多国出台政策鼓励生育效果不明显来
论，鼓励生育应该未雨绸缪，各地都应该早日出台
有效的生育鼓励政策。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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