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给钱，就差评？2017年，三名职业差评师以撤
销差评为由，先后五次敲诈淘宝店家，从中获利2
万多元，三人被法院判处敲诈勒索罪，刑期八个月
至一年不等。此后，淘宝公司以侵权为由，将三人
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赔偿1元，并要求其在淘
宝网首页赔礼道歉。（1月23日《南方都市报》）

在以信用作为等级考核的电商管理体系下，
消费评价既决定着该店家的信誉度和信用度，也
决定着其在平台上的等级度和前景度。事实上，在

现有的电商平台评价体系中，“好中差”的消费评
价可以左右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也会影响网店的
等级和评分。在这样的情况下，围绕求好评和删差
评之间，产生了一条庞大的利益链条和黑灰产业。
一些“差评师”以“差评”为要挟，对电商店家进行
敲诈，这样的行为，既不符合道德要求，又涉嫌违
法犯罪、

职业“差评师”在危及电商行业的信用体系和
治理规则的同时，也成为扰乱社会秩序的一个因
素——— 在不胜其烦的骚扰和侵害下，绝大多数店
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往往选择花钱息事
宁人，忍气吞声接受差评师的讹诈。再加上职业

“差评师”身份的隐蔽性和手段的灵活性，作出判
断和调查取证并不容易。

消费评价作为维护消费者权利的制度设计，

本身并没有问题，也受到法律的保护。电子商务法
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删除消费者对其
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的评价。违反
规定者，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处
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万
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然而，当前必须解决的一
个问题是，在保护消费权合理评价权之时，也应保
护店家不受恶意差评的侵袭。

事实上，职业“差评师”敲诈勒索对平台民事
权利，比如名誉权、荣誉权等权利也是一种侵害，
尤其是对平台秩序和管理带来了挑战。如果不能
对此乱象进行治理，就可能成为同行竞争对手利
用的工具，致使不公平竞争现象的滋生蔓延。根据

《侵权责任法》第6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
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杜某、邱某、张

某3名职业“差评师”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刑的基础
上，平台公司诉以民事追溯，能起到敲山震虎的威
慑效应，有效维护网店和平台的合法权利。

健康有序的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形成，离不
开各方包括平台方的拿起法律武器的主动作为，
其间既包括敢于发现问题并坚决采取措施，又包
括因势利导对刑事判例给予民事诉讼。只有让处
于灰黑空间的职业“差评师”感受到痛苦，其敲诈
勒索式逐利的冲动才会得到遏制，职业“差评师”
这个行业臭虫方能真正得到消灭。

就目前来说，作为全国首例电商平台以侵权
为由起诉网络“差评师”的案件，象征意义大于实
际意义。不过，只要整个电商行业都能纷纷效仿，
敢于向差评黑灰产业亮剑，则网络空间治理规则
的形成和优化则指日可期。

1月21日，2019年春运正式拉开帷幕。记者
来到位于北京的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采访，发
现除了候补购票环节外，“12306”在注册环节
也引入了人脸识别。目前，有很多第三方软件
盗用旅客身份在“12306”注册，大量刷票，有
了人脸识别，旅客可在线办理被冒用账号的处
理。（1月23日《科技日报》）

2019年春运已拉开了序幕，人们又开始了
一年一度的大迁徙。令人可喜的是，铁路
“12306”除了增加候补购票环节外，为防备网
络黄牛，在注册环节引入了人脸识别，旅客可
在线办理被冒用账号的处理。与此同时，旅客
原来购票过程中的验证码也大大减少了。“系
统升级，可以自动识别机器抢票和人的购票行
为，当发现有异常的请求时，才会显示验证
码。”“12306”技术部技术总监杨立鹏说，目
前97%以上的所售车票无需验证码。

候补购票、人脸核验、减少验证码……铁
路部门便民新招迭出，以更加精细的服务和安
全便捷，让百姓在细微之处感受到来自铁路部
门的悄然改变，使出行体验更加美好。铁路服
务措施不断自我创新，这既是对民意的最大尊
重，更是铁路发展根本所系。春运归途，期待
便民新招多些、再多些。

春节临近，许多离家在外的年轻人心情都
很复杂。一名大三学生寒假回家的时候，妈妈突
然问他：“你们学院女生很多，有没有看上哪
个？”来势汹汹的“催婚”，让很多青年不愿回家
过年。（1月22日《中国青年报》）

每个人都不是孤独的，都被嵌入到各种各
样的社会网络之中。在我们身边，都有一些“被
耽误”的年轻人；等着，拖着，耗着，挑着，年龄越
来越大，在婚恋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逐渐下降。
这样的“反面教材”，进一步验证了“结婚要趁
早”。当亲人们可以为“催婚”找到形形色色的理

由，“大三被催婚”也就见怪不怪了。
春节作为一个合家团圆的节日，许多年轻

人都会遭遇“催婚”。但“催婚”的背后，往往隐伏
着两代人乃至几代人的代际差异和观念冲突。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爱与痛，在婚配上也不可同
日而语。不论是财富观，还是生活方式，抑或精
神世界和文化品位，年轻人的婚配，并没有祖
辈、父辈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也有自己的无奈
与纠结。长辈们少一些焦虑，多一些真诚沟通，

“催婚”才不再是年轻人的压力与苦恼。
(文/杨朝清 漫画/张建辉)

日前，山东省住建厅、人社厅等五部门联
合转发住建部、人社部等7部委办公厅的通
知，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对违规的
专业技术人员撤销其注册许可，自撤销注册之
日起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记入不良记
录，列入“黑名单”，向社会公布。（1月23
日大众网）

近年来，在建设施工领域，一些人在考取
建造师、结构师、给排水工程师等职业资格证
书后，通过出租、挂靠，每年可获得数万元的
“挂证费”。对此，住建部、环保部等部委陆
续通报多批违规“挂证”机构与人员，多地也
专项清理整顿过职业资格“挂证”现象，但职
业资格证的挂靠乱象并没有得到根治。

职业资格证书挂靠，危害不小。千辛万苦
考到一张含金量十足的职业资格证书，不是用
于工作和服务社会，而是拿去给企业“充门
面”，持证者得到了实惠，企业借以提高资
质，在市场上也有竞争力。而且，通过率越低
的资格证书，其价码越高。按理说，任何行业
为不诚信买单天经地义，但在实际资质运作和
监管考察中，“人”“证”又往往跟责任担当
相分离。就如工程建设质量追究为例，即便存
在严重安全质量问题，许多责任倒查结果是不
了了之。正因如此，职业资格证书“挂靠”得
以肆意泛滥。“挂证”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

国家职业资格制度健康发展，扰乱了相关行业
市场发展秩序，给公共安全、公民人身财产安
全带来了隐患。

杜绝职业资格证书“吃空饷”，国家和地
方应进一步清理取消与企业资质相关的行政许
可事项，减少企业资质与人员资格挂钩，放宽
准入条件，优化市场秩序，从源头上阻断挂证
乱象。加强职业资格“挂证”治理工作，加大
执法力度，严肃查处各领域存在的“挂证”问
题，对核实确认的“挂证”当事人、当事企
业、违规中介，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还
要对玩忽职守的监管部门和责任人实行责任追
究，斩断“挂证”利益链条，遏制“挂证”泛
滥势头。推进职业资格信息共享和信息公开，
增加企业资质信息透明度，将职业资格注册信
息和企业资质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堵
塞职业资格证书“吃空饷”的漏洞。同时，应
完善职业资格报考条件、专业设置和考试内
容，提高职业资格设置的科学化水平，通过多
种方式提升相关从业人员素质，增加人才有效
供给。

清理整顿“挂证”乱象，说到底还是一个
提高违法成本的问题，得让“挂证”的双方产
生足够的痛感：弄虚作假的“挂证”企业，应
该驱逐出相关行业；毫无操守的“挂证”人
员，则应实行终生禁入。以此，才能彻底消除
“挂证”问题滋生的土壤。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受到消费者欢迎。然而，
车越来越多了，找不到充电桩却一直让消费者烦
恼，成为新能源车产业发展一大瓶颈。（1月22日《人
民日报》）

受减免购置税等优惠政策的支持，近几年，新
能源车的销量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最新数据显
示：2018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分别完成127万辆和
125 .6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59 .9%和61 .7%。

新能源车爆发式增长，是一种可喜的变化。然
而，相应的充电基础设施却一直未能跟上，买车易
充电难的现实，成了广大车主的一块心病。据统
计，截至2018年7月底，全国已建成充电桩约66 . 2万
个。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存量已超过200万辆，两
相比较不难发现，车主想充个电有多么闹心。去年
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
部、财政部联合发布《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保障能
力行动计划》，提出用3年时间优化充电基础设施发
展环境和产业格局，千方百计满足“一车一桩”接
电需求。这份计划，向社会释放了一个积极信号。

当然，一车一桩只是解决了数量不足问题。与
此同时，充电桩布局不合理、接口不匹配、信息不
互通等问题，也应着力解决。这需要相关部门做好
整体规划，尽快为充电桩制定统一标准，大力推进
平台互通数据共享，让充电桩通用开放，使服务更
为方便快捷，从而满足用户充电需要。

■ 漫 画

2019年1月28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周学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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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于向职业“差评师”亮剑
□ 唐 伟

杜绝职业资格证书“吃空饷”
□ 潘铎印

春运归途

期待便民新招再多些
□ 谢晓刚

新能源汽车

不能买车易充电难
□ 武西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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