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范网络直播需要打好“组合拳”
□张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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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虚假认证
应提高违法成本

非常道

下一轮调控重点须从房价转向地价
此前，调控的重点主要放在后端的房

价上，限购限售限贷等，确实对房价起到有

效的遏制作用，房价涨幅明显放缓。当政

策发力到一定时候，如果继续紧盯房价不

放，而不把重点转向地价上，房价上涨的内

在动力就难以得到有效遏制。毕竟，对开

发商来说，高价拿地不可能低价售房。拿

的地价格越高，房价就会越高。反之，则越

低。所以，下一轮调控重点必须从房价转

向地价。 @新京报

□史洪举

热点冷评

微声音

7个信号提醒你，脊椎可能有问题
1.鞋后跟常被磨得高低不平；2.头部总

不自觉地偏向一侧，一条腿总想搭到另一

条腿上，不留神时走路时身体总向一侧倾

斜；3.不能十分舒适地进行深呼吸；4.下颌

时常发出“咔哒”声；5.颈部、背部发出“哗

哗”声；6.精神难以集中；7.常闪腰、岔气。

@生命时报

很多人对于有机

食品缺乏了解，一些

商家利用这点，把绿

色食品、无公害食品

与有机食品混在一起

销售。中国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院副教授朱毅称，

虚假标称有机食品的现象主要有两种，

一种根本不是有机食品；一种是“挂羊头

卖狗肉”。并存在认证机构自律不足，商

家花钱买认证问题。（8月21日《中国青

年报》）

民以食为天，随着经济的发展，收

入的提高，很多人越发注重食品安全、卫

生、质量，有机食品自然会受到青睐。而

有机食品认证造假，无疑既严重扰乱市

场秩序，又侵犯消费者权益。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

全法，经营者提供商品有欺诈行为的，将

承担退一赔三的责任，如果系食品，则可

能承担退一赔十的责任。而无论是认证

机构为商家出具虚假认证，还是商家伪

造认证，均属于虚假宣传或虚假广告。

由此造成消费损害的，认证机构将与商

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且可能承担50

万元或者违法所得10倍以下罚款，或者

停业整顿、吊销执照的处罚，如果情节严

重的话，还有可能构成犯罪。

笔者以为，遏制虚假认证现象，应

以凌厉的监管态势重典治乱，让造假者

没有生存空间。如大幅度提高罚款金额

等违法成本，当某种违法行为被查处的

概率为十分之一，则罚款金额至少应为

违法所得的二十倍以上，方能有效压缩

套利空间，形成威慑，让潜在的违法者心

存顾忌。据报道，现在有机食品的监管

主要是由认监委负责，采取飞行检测的

方式，对生产的某一过程进行抽测。那

么，如果抽检的概率是二十分之一，则对

造假者的罚款至少应为四十倍或者更

高，否则就会让商家有机可乘。

其次应借助现代科技手段防范商

家伪造认证。如要求认证机构提供借助

互联网、APP、二维码的认证查询体系和

追溯体系。让消费者通过“扫一扫”即可

快速查询相关产品的来源和认证情况，

同时严厉惩戒恶意造假的商家和认证机

构。这样方能让有机食品的认证更加规

范有序，让公众吃得更安全，更放心，不

至于被逼为食品领域的“专家”。

全国“扫黄打非”办等6部门近日联

合下发《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服务管理工

作的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

加强网络直播服务许可、备案管理和网

络直播服务基础管理，建立健全长效监

管机制，大力开展存量违规网络直播服

务清理工作，有效防范直播领域各类有

害信息的出现和传播（8月21日《法制日

报》）。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

必规矩。”毋庸置疑，给任性的相关责任

主体立规矩、划红线，应是规范网络直播

的首选。对此，要进一步完善法律规范，

在行政许可法和《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

规定》的基础上，建立更为严格的网络直

播资质、内容管理、违规惩戒等法律制度

规范，从而以刚性的法律“笼头”和不得

僭越的红线，倒逼相关责任主体主动守

土有责。此番全国“扫黄打非”办等6部

门在《通知》中明确给网络直播服务提供

者和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划出四条监管

红线，其用意正在于以此荡涤网络直播

空间的污泥浊水，无疑值得期待。

如果说给任性的相关责任主体立规

矩、划红线是规范网络直播不可或缺的

基本前提，那么建立相关监管部门之间

的协同机制和黑名单制度，则是形成监

管合力的必然要求。网络直播之所以乱

象频发，在很大程度上都缘于监管的“九

龙治水”和信用惩戒尚未长出“钢牙利

齿”。故此，要始终秉承综合施治的治理

思路，进一步完善公安、网信等部门间的

协同机制和信用黑名单制度，充分运用

行政、执法和信用惩戒等手段，严厉查处

那些只追逐商业利益而无视社会责任的

网络直播相关责任主体，迫其在切肤之

痛的高昂代价面前，主动“夹起尾巴”而

不越雷池半步。

尤需指出的是，规范网络直播是一

项系统工程，在强调给相关责任主体立

规矩、划红线和监管协同配合的同时，更

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只有公众牢固树

立“抵制不良网络直播人人有责”的共治

意识，主动自觉对僭越公序良俗和法律

基本底线的不良网络直播坚决抵制，才

能形成“人人喊打”的合力共治格局，从

而有效地让其失却滋生的土壤和生存空

间。如此久久为功地综合打出“组合

拳”，不良网络直播必将无处遁形，进而

销声匿迹。

防范短信“半夜盗刷”
不能只剩关机一招

□张立美

“一觉醒来，手机里多了上百条验证

码，而账户被刷光还背上了贷款”——近期

犯罪分子利用“GSM劫持+短信嗅探”的方

式盗刷网友账户的事件成为网络热点。那

么，该如何防范这种短信嗅探犯罪呢？安

全专家指出，最简单的一招就是睡觉前关

机，手机关机后就没有了信号，短信嗅探设

备就无法获取到你的手机号。（8月20日

《北京青年报》）

事实上防范短信“半夜盗刷”不该也不

能只剩下手机用户关机睡觉这一招，还需

要互联网平台多承担一些责任，切实保障

用户的合法权益和账户安全、财产安全。

人们登录互联网账户都有习惯，基本

上在长时间里同一 IP 地址、手机设备登

录，更换设备登录、更换 IP 地址登录很明

显属于不正常现象，尤其是在深夜期间更

换设备登录、更换IP地址登录后操作转账

等业务更显不正常，互联网平台应当看到

其中的风险。从保障用户账户安全角度

说，互联网平台都必须提高账户的安全保

障机制，增强风控措施，应当配套混合使用

手机验证码、登录密码以及语音识别、人脸

识别等验证、检验机制，不能采用手机验证

码的单一登录模式。换言之，互联网平台

应当强化用户的登录、检验机制，对更换设

备登录、更换 IP 地址登录的，尤其是涉及

到转账等业务的操作，必须使用密码支付，

甚至应使用人脸识别支付、语音识别支付，

不宜使用免密支付功能。

除此之外，公安机关必须依法加大对

短信“半夜盗刷”犯罪行为的打击查处力

度，提高短信“半夜盗刷”的犯罪成本。从

法律角度说，短信“半夜盗刷”涉嫌触犯电

信诈骗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

总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有效防范短

信“半夜盗刷”犯罪，不能把责任和压力推

给手机用户，单靠手机用户的各种防范攻

略，关键还是公安机关、互联网平台要各尽

其责，保护好广大手机用户的互联网账户

安全。

金招牌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