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谨防“抄号族”
盯上挪车电话

□杨玉龙

热点冷评

近日有网友爆料，自己多次遭遇陌生人的

电话骚扰，怀疑是留在前挡风玻璃上的挪车电

话被人抄号贩卖了。记者了解到，停车场内专

抄车主挪车电话的“抄号族”存在已久，背后可

能形成售卖车主信息的产业链。（8月25日《工

人日报》）

据悉，这些盯上挪车电话的“抄号族”，一般

是销售、推销类的人员，按照车子级别划分信息

等级，甚至观察车主划分群体，其最终的目的就

是为了精准营销。同时，挪车电话被“抄号族”

抄走，一旦被拿来贩卖，就会导致司机隐私泄

露。如果被不法分子利用，更会给车主及家属

带来生命财产安全隐患。

先前媒体就对此进行过专门警示。比如，

一则借助挪车电话进行调虎离山，通过拨打挪

车电话令车主移动车子，利用车主移动车子的

时间，潜入车主所在地偷取钱包等财物；二则伪

造成交警部门号码发送各类违法处理通知，骗

取车主财物；三则借助手机号码，可能套取到个

人微信号、QQ号、本人姓名等个人信息。

私家车主应防范被“抄号族”盯上，一方面

应按规矩停车，停车时注意周边环境，切莫给他

人带来不便；另一方面即便是在车上留下挪车

电话，也应多些防范意识，比如，谨防上述不法

分子的调虎离山之计；再者，对于一些电话骚

扰，完全没有必要客气，唯有人人对骚扰电话严

防严打，这些不法分子才不会有用武之地。

据悉，即便没有挪车电话，114、110、122 也

都够联系到车主。因为车主购买汽车、注册车

牌号后，都会在交警队预留信息，如果车子被

挡，可拨打 110 或 122，请报警平台的工作人员

帮忙提醒车主挪车。

此外，对于“抄号族”，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进

行抄车牌、抄号均是不妥当的，而将这信息进行

贩卖行不法之事，更会触犯法律。因此，“抄号

族”从业者理当明晓其中利害关系，不要成为犯

罪分子的帮凶。而对于公众而言，不仅要对挪

车电话多些谨慎与防范，对发现的“抄号族”也

不妨加以制止，不给不法分子提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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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优先就诊”
为何令公众反感？非常道

任正非：以后我们的对手就是自己

其实骂我们最厉害的人就是我们的老师。

所有挑毛病的都是在给我们上课，很多时候我

们没有这个意识，就会抵制这些建议。年轻人

是很厉害的，是这个世间最宝贵的因素。只要

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做出来。面对挑

战，我们要重视科学家队伍，避免在关键要素上

被外部卡死。我们要有更高的追求，就要向一

切先进学习，以后我们的对手就是自己，自己要

挑战自己。 @新华网

□吴帅

“限童令”入法还须配套措施跟进
□张西流

微声音

别太累！出现7种表现说明你该歇歇了

身体的一些小症状，往往是压力过大的预

警。据美国《预防》杂志，出现以下7个信号，就

要放松了。1.嘴角溃烂。2.夜间磨牙。3.指甲上

有白点。4.便秘和腹泻交替。5.牙龈出血。6.大

腿或上臂有硬疙瘩。7.喉部和胸部反复感染。

生活再拼，也要留些时间给自己休息和放松。

@生命时报

8 月 15

日，在沈阳医

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门诊二楼

药局旁，贴了

一张“高层次

人 才 优 先 就

诊”的告示，引

起了市民强烈反响，有人

甚至调侃问：“家住 30 多

层算高层次人才吗？”有市

民不理解什么是“高层次

人才”，医院给出的解释是

“顶尖人才、杰出人才和领

军人才”。（8月26日中国

之声）

这个“强烈反响”，其

实是强烈反感。翻开这条新闻的留言

看，网民表达的是一边倒的批评。医

院制造出了“高层次人才”的概念，那

就一定存在“低层次人才”，或者是“中

层次人才”。管理者很难解释清楚，为

什么高层次人才需要优先就诊，而别

的社会群体就不需要优先就诊？

别忘记了“公立医院”的身份和

责任，这个机构又叫全民所有制医

院，而不是某个人的私有财产，当然

理应对公众负责。简单点说，就是一

切伤及公共利益的事情，都应该属于

雷区。而“高层次人才优先就诊”恰

恰涉嫌这个敏感区域。

概念空洞抽象，人为操作空间

大，容易引起腐败不说。哪怕就医者

真的属于这些优秀人才，也不适宜用

这种方式来“奖励”这些群体。

因为生命权平等，公立医院作为

救死扶伤的共有机构，有责任对就医

者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而不能搞特殊

化。最重要的是，医院作为“专业主

义”为灵魂的机构，一切的言行举止应

该崇尚专业。按照社会身份，而不是

病情的危急程度来决定就医秩序，这

种标准本身就是一种不专业之举。

如果一旦医疗机构行事不专业，

就可能对病人的就医权益产生消极

的影响，甚至可能无形地影响到就医

者的健康状态，这也是人们心理感受

不舒服的原因。事实上，这些年来，

公立医院屡屡被爆出特权医疗的丑

闻，有特殊资源会得到特殊照顾的潜

规则已经率见不鲜，人们早有积怨。

现在，这家公立医院没有基本的避嫌

意识,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喊出

“高层次人才优先就诊”，“勇气”可

嘉，但起到的效果只能适得其反。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起草的《未

成 年 人 节 目 管 理 规 定（征 求 意 见

稿）》，8月24日起到9月23日在中国

政府法制信息网上征求意见。《规定》

提出，防止未成年人节目出现商业

化、成人化和过度娱乐化倾向。规定

中很多条目在广电总局的历年规定、

通知中都有涉及，通过本次征求意

见，有望形成系统性的法规条例正式

对外公布并实施。（8月26日《北京青

年报》）

随着一些明星亲子、儿童真人秀

等综艺节目的热播，“童星”越来越受

到社会的追捧，不少家长倾尽精力、

物力、财力，试图将自己的孩子培养

成“童星”。儿童选秀类节目严重损

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实际上是

一种变相的虐童行为。然而，这种虐

童行为，经过了“艺术包装”，又不被

法律所禁止，因而被众多电视台和家

长追捧。

殊不知，儿童选秀类节目，既是

“童星加工厂”，更是一些电视台和商

家的“提款机”，为了吸引公众眼球，

拿“童星”和“童模”当道具，发不义之

财，这已经够缺德了。但是，有的家

长被功利冲昏了头脑，不明是非，与

电视台和商家同流合污，一起去消费

和透支孩子的童真，更是愚蠢至极。

要知道，让孩子过早地涉足成人领

域，做一些“少儿不宜”的事情，可能

会毁了孩子的一生。基于此，广电总

局曾多次出台“限童”规定，但因刚性

不强，效果并不明显。这次将“限童

令”入法，关键在于提高执行力。

换言之，“限童令”入法，还须配套

措施跟进。首先，广电总局应该拿出

一个果断强硬的管理措施，比如建立

儿童电视栏目（节目）申报、评审制度，

对审查通过的在播电视栏目（节目）进

行跟踪管理，发现问题，及时查处。同

时，应对少儿影视作品中的暴力、低

俗、危险情节和不文明语言做出严格

限制，将未成年人的“视界”限定在保

护的范围内。再者，应严格执行新广

告法，禁止电视台等公共媒体播放10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代言的广告。特别

是，进一步强化电视台等公共媒体自

律和监督责任，一旦出现侵犯未成年

人权益的节目，将追究连带责任。

“高人”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