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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的举报仍“正在核查”，该给个合理解释

上网被“劫持”？ 不能让网络“程咬金”为所欲为

慢慢习惯没有一次性用品的生活

以实际行动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
采用主持人加观众的互动形式，围绕

群众关切和疑问，通过情景短片、专家点评
和案例剖析，生动揭露 P2P 网贷平台涉嫌
非法集资的常见犯罪手法，详细介绍防骗
知识和自救技巧……在第十个全国公安机
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到来之际，
公安部联合地方制作的特别节目《非法集
资“会诊室”》吸引了不少观众，为广大人民
群众更好辨别、防范非法集资在内的经济
犯罪提供了一部生动、详细的指南。

“要积极预防、妥善化解各类社会矛
盾，确保社会既充满生机活力又保持安定
有序。”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公安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公安机关履行好打击
犯罪、保护人民的职责提出了明确要求，对
于做好公安工作，更好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
大的意义。

受国际国内复杂因素影响，我国经济
犯罪活动总体仍处于高发态势。其中，非
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高发频发，一些

新兴经济领域如网络借贷、投资理财、养老
服务、消费返利、虚拟货币、金融互助等成
为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重灾区”，涉及人员
多、地区广、金额巨大，严重侵害广大人民
群众合法权益，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蕴
含巨大经济金融风险。面对这些新情况新
问题，公安机关不仅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
势，同时也在不断创新打击方式。从侦破
公司“黑股票”案，到开展打击证券期货、金
融诈骗等风险型经济犯罪专项行动；从建
立健全非法集资案件处置机制，到完善涉
案资金网络查控平台……公安机关以实际
行动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实现了“魔
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执法效果。

打击经济犯罪，不仅要对犯罪分子实
施疾风骤雨的雷霆手段，也要对广大群众
展开春风化雨的宣传引导。多年来，公安
机关始终将加强宣传教育作为预防经济犯
罪的重要途径，充分运用各种传统和新型
媒体，积极开展防范宣传，揭露犯罪伎俩，
增强群众识别和防范经济犯罪的意识和能

力。特别是2010年以来，公安部将每年的5
月15日确定为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
济犯罪宣传日，部署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
宣传防范活动，推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打
防经济犯罪工作。目前，日益在广大群众
形成了对涉众型经济犯罪不参与、能识别、
敢揭发的意识，不断筑牢了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的“防火墙”。

使命越光荣，任务越艰巨，就越要担当
作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2020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2021年是
我们党成立100周年，每个年份都是重要时
间节点，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坐标。今
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的任务尤为艰巨
繁重。只要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干警立足

“稳”这个大局，强化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
施，有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
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
风，就一定能在打击经济犯罪方面不断打
开新局面，把公安工作做得更好，以优异成
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拎包出门”，而包里
连洗漱用具都不带，因为宾馆早已经提供得
好好的。可是，未来可能会遇到尴尬。从今
年7月1日起，上海市旅游住宿业将不主动提
供牙刷、梳子、剃须刀等一次性日用品。同
时，根据上海市文旅局发布的实施意见，违者
将依法处罚，市民游客也可以举报。（5月14
日《人民日报》）

不主动提供一次性日用品，是《上海市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要求的。很多人都听过“垃
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其实这句话有着很大
的诗意成分，且不说从垃圾到资源，需要巨大
的转化成本，就说按照目前的技术和条件，很
多垃圾根本无法转化成资源。也正是因为如
此，现在垃圾处理成了全球难题，从源头开始

控制也成了共识。
不难估计，宾馆酒店不主动提供一次性

日用品，会让很多人不习惯，但改变这个习
惯，会带来超乎想象的收益。调查数据显示，
2017年，中国有酒店44万家，接待旅客48亿
人次，其中，70%以上的香皂在仅使用过一次
之后就会被丢弃。按重量计算，每家酒店每
天约有5斤一次性香皂被丢弃，全国一年丢弃
的香皂就超过40万吨，按照每吨香皂两万元
钱来算，就是80亿的花销。这是直接成本，还
有垃圾处理成本。仅仅香皂就如此，所有一
次性日用品又会怎样？

因为考虑到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习
惯，担心一下子“断供”会带来旅行的不便，这
才提出了“不主动提供一次性日用品”。这个

规定的作用，不会一下子就带来180度的转
变，但只要这个规定存在，就会慢慢侵入人们
的内心，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正如很多西
方国家酒店宾馆不提供一次性日用品，当地
消费者还不是一样习惯，就连中国游客也慢
慢接受，当成一个旅行常识了。随着共识的
日益增进，终有一天，就没有“主动”两个字，
而是直接规定“不提供一次性日用品”了。

随着对垃圾问题的日益重视，随着绿色
生活新时尚的深入人心，很多曾经习以为常
的现象都会发生改变。正如一次性用品问
题，存在的空间必然会越来越逼仄，对我们来
说，也要慢慢习惯没有一次性用品的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规定“不主动提供一次
性日用品”，也是对公众的一次提醒。

据5月13日澎湃新闻报道，日前，有媒体
记者在山东省泰安市新泰市纪委监委开设的

“干部作风随手拍曝光台”网站发现，一些已经
长达近两年的举报内容，显示状态仍为“审核已
通过，正在核查”。此类“正在核查”的举报还有
10条，时间从2017年11月29日到2019年3月
21日不等。新泰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网站工作人员并非专职，在更新维护网站信息
时可能不及时，将尽快核实，查看当时的举报内
容办理到什么程度，之后将网站内容补充完善。

前年的举报，在近两年之后，仍处于一种
“悬而未决”的“正在核查”状态，原本严肃的执
纪过程何以如此“龟速”、迟迟没有下文？

出现这种情况大约有三种可能性：其一，
确实进行过“核查”，但相关结果、结论没有及时
上传、更新；其二，所谓的“正在核查”，实际上并

不真正存在，“正在”云云，只不过是一种虚应故
事、敷衍塞责的说辞而已；其三，囿于某些特殊
原因，相关举报的核查一直没有进展，不得不长
期处于“正在核查”状态。

如果是网站长期没能及时上传和更新信
息，则要反思相应的工作机制是否合理，毕竟开
设这样的监督平台不是为了装装样子吧？如
果是没有实质性开展工作或因故无法推进相
关工作，则有不作为之嫌。

无论是哪种情况，这种长期以“正在核查”
示人的执纪过程，显然都是很不正常、很难让人
接受的，需要尽快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

按照该网站公布的“举报须知”，对受理举
报的处理原则是“有传必查、有查必果”，简单问
题在15个工作日内办结并答复，复杂问题在30
个工作日内办结并答复。因情况复杂不能按

期办结的，办理时限顺延。对经查不实的说明
原因；对查实处理的予以通报曝光。

事实上，针对监督执纪，相关法规也有明
确而严格的程序要求。如据《中国共产党纪律
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的相关规定，“线
索处置不得拖延和积压，处置意见应当在收到
问题线索之日起1个月内提出，并制定处置方
案，履行审批手续”，“审理工作应当在受理之日
起1个月内完成，重大复杂案件经批准可以适
当延长”，“执纪者必先守纪，以更高的标准、更
严的要求约束自己，严格工作程序”。

上述长期处于“正在核查”状态的执纪过
程，是否有违执纪工作规则，尚需进一步调查。
但既然开设了举报平台，就要有个负责任的样
子，给举报者一个交代，也给社会一个合理的解
释，彰显和捍卫“从严执纪”的决心与公信力。

促进家政服务扩容提质
重庆市家政服务指导中心挂牌成立，旨在推进家

政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南京市商务局正式上线“家服
e”信用平台，促进家政市场诚信建设；上海实施家政持
证上门服务，实现服务信息“可追溯”……近段时间以
来，多地纷纷出台举措，促进家政服务扩容提质，为老
百姓带来更多获得感。

家政业被喻为朝阳产业。数据显示，近几年该行
业都保持高速增长，2017年家政服务就业人数已达
2800万人左右，对推动经济平稳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然而，供需矛盾突出、市场主体发育不充分、专业
化程度较低、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仍然制约着家政
服务行业健康发展。攻克这些难题，家政服务业才能
加速迎来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

习近平总书记曾寄语家政服务业“办成爱心工
程”。推广标准化建设、建立诚信体系、实施规范监管，
引导家政服务业以家为圆心，才能厚植爱的土壤，赢得
广泛认可。 文/吴雪清 图/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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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健康证不能沦为摆设
日前，有外卖平台送餐人员被媒体曝光未体检便

以“150元”的假证通过了平台审核实现接单。据了
解，在外卖健康证的办理、审核环节，这样的情况并非
个例。一个伪造健康证“灰产”的出现，无疑给消费者
的身体健康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问题，往往指向症结所在。伪造健康证能有生存
空间，说明在办证、核证环节上有空子可钻。比如，对
于外卖送餐人员是否必须持有健康证，目前法规仍未
完全统一。虽然很多地方在针对网络餐饮服务出台
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中，已要求送餐人员必须持
证上岗。可实际上，有些平台的做法却与之南辕北
辙。

因此，当治理工具和手段越来越充足、完备的时
候，治理的效果如何，就更多体现在决心和方法上。
既要拿出决心，在工具和手段的引进、建设上毫不犹
豫；也要讲究方法，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化、信息化治
理的优势，把影响行业健康发展的隐患掐灭于萌芽状
态。 文/毛梓铭 图/梦小青

换脸”一时爽 侵权泪两行
“你要的样子我都有”“男人瞬间变女人，毫无违和

感”……近日，AI换脸视频在不少平台上风靡，其不良
效应也引起各界担忧。

AI换脸，简单来说，就是PS的视频版。PS可以将
某人的面部替换成另一个人；AI换脸则通过人脸特征
自动提取、编码等技术，将视频中的角色进行“改头换
面”。翻翻网友的“创作”：有人将影视剧中不同演员的
脸进行互换；有人炮制“假新闻”，移花接木，让明星亮
相国外节目……

AI换脸视频为啥风靡？好玩是一个重要原因。
新技术，总会带来新体验。AI换脸显然正中网友“下
怀”，激发了很多人的“创作”欲望，进而演变成一场互
动性强、参与度高的集体狂欢。根据新华社记者调查，
当前在一些平台上，关于AI换脸的恶搞视频、色情视
频等充斥其间，甚至成为一门生意，令人汗颜。

对此，怎么办？监管部门可以强化监测，对违法
侵权行为重拳出击，发挥警示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
相关平台不能放任自流、坐视不管。从目前情况来看，
一些视频平台对各种AI换脸视频敞开大门；在电商平
台上，换脸软件、换脸视频制作服务等充斥其间……对
其监管也要抓好网络平台这一关键。

近期，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规定，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的方式侵害他
人的肖像权。擅自换脸“一时爽”，违法侵权泪两
行！ 文/夏凡

打击网络“程咬金”，不能仅靠网友自身
“苦练内功”，更需要源头治理。不仅要采取法
律手段打击，还要加强行业规范化管理。

很多网民有过类似经历：在安装了某些软
件后，浏览器主页就被篡改和锁定，想改回原
来的设置却颇费周折。随着互联网治理的深
入，网络环境在逐步改善。但“浏览器主页劫
持”“流量劫持”等现象依然猖獗，损害着广大网
民的权益。在互联网技术面前，用户居弱势地
位，不时遭遇技术霸凌、个人隐私被侵犯和网
络安全风险等问题。（见5月13日《人民日报》）

上网时被某些软件的默认设置或其他暗
坑给“劫持”，犹如半路遇到网络“程咬金”一
般。拿浏览器主页被强行篡改和锁定来说，非
互联网熟手，基本都要大费周章才能解除，而
网络小白则可能束手无策。糟心窝火之余，还

容易衍生出泄露个人隐私信息、中毒、被盗号
等问题。“劫持”网民乃是不法商家有意为之，目
的就是通过控制用户的上网入口，“劫持”上网
流量以谋取利益。

上网几乎离不开浏览器，一旦主页遭到
“劫持”，无论是投放广告、推广应用还是收集个
人隐私，都会对用户利益造成侵犯。打击这种
网络“程咬金”，不能仅靠网友自身“苦练内功”，
更需要源头治理，遏制类似违法行为。早在
2006年，中国互联网协会制定了《抵制恶意软
件自律公约》，其中规定，尊重用户上网选择，反
对浏览器劫持。2017年6月实施的网络安全
法的相关规定，也从法律层面和原则性的角度
否定了“流量劫持”行为，但现实中的情况并不
乐观。

包括“浏览器主页劫持”在内的“流量劫

持”等行为，是黑客及网络黑灰产业组织存活
的重要经济来源。对此，不仅要采取法律手段
予以打击，还要加强规范化管理，由市场监管
部门、网络监督部门、互联网协会等推动行业
自律。而对非法“劫持”对用户造成的伤害，应
对违法商家、犯罪分子予以重罚。当然，用户
也要出一份力，遇到类似情况，养成保留证据
的意识，必要时提交给相关部门并配合打击。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网络安全公司也应
组织技术力量，对非法“劫持”行为进行防守、反
击，并及时弹窗提醒用户不要上当受骗，对已
经遭到上网“劫持”的用户，提供“一键恢复”等
便利化的技术支持。

总之，网络“程咬金”需重拳打击，治理“流
量劫持”要多方配合、协同作战，让违法者付出
应有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