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乱炖 不能让征信成“大箩筐”
□ 杨玉龙

继去年“献血加信用分”引起热议

后，今年疫情防控期间，信用管理话题再

刷一波存在感。记者梳理“信用中国”网

站发现，多地出台规定，将隐瞒疫病史、

接触史等列为失信行为，并将失信信息

归集至全国信用信息平台。南京、厦门

等地，还将拒不执行小区封闭式管理、公

共场所故意不佩戴口罩等，认定为失信

行为。（7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信用，如今已与日常生活关系密

切。尤其是社会信用管理的触角，已经

延伸至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不容忽

视的是，在借助信用细化社会治理的同

时，也不同程度地出现惩戒过头、信用滥

用等乱象。

信用概念被泛化、被滥用，显然是

走偏之举，而且也是不得人心之举。有

市民直言，社会信用管理不应变成啥都

能装的“大箩筐”。而民众的质疑大体来

自两方面：是否所有社会问题，都能以

“文明”“道德”“诚信”三者之名，纳入社

会信用管理？失信惩戒过于随意，如何

避免“土政策”任性加码？很显然，这些

质疑也反映出信用管理存在的问题。

不能让征信成“大箩筐”，尤其是随

着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加快，而信用管理

行之有效的规制性措施也亟待跟进。这

其中弥补法律规范是核心。诚如专家表

示，目前社会信用普遍存在“乱、散、杂”

弊病，重要原因是顶层法规缺位。值得

庆幸的是，多地已“试水”信用立法。《河

南省社会信用条例》在全国首次建立了

滥用职权认定黑名单的惩罚机制。

相关知识的普及也很有必要。值得

注意的是，两套信用体系相互混淆。据

悉，国内存在两套信用系统：一套是央行

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一套是国家发

改委主导的社会信用系统。但很多人对

“信用”存有疑惑，误把社会信用理解成银

行征信。加之，各地区和部门对信用内涵

的界定各不相同，公众就很难对其辨别。

因此，做好相关知识普及突显重要。

同时，规范政府部门的行为也不容

忽视。社会信用覆盖面广泛而复杂，在

为管理者提供新“抓手”的同时，一旦其

被滥用，不仅有懒政之弊，还会削弱信用

制度的严肃性。这其中的道理并不难理

解。毕竟，让信用治理不出格、不失当，

才能让公众了解与理解，以及支持与遵

循。所以，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信用奖

惩措施时当遵循边界尺度。

信用建设需要实打实，也离不开法

律的护驾，更离不开公众的广泛参与。

当然，媒体报道的另类现象也值得警惕，

一些部门涉及信用主题的“红头文件”，

甚至只在内部流转，还有些政策以“保密

文件”为由，老百姓根本看不见，传达层

级基本不过三级，政策效力最多不过三

年。上述，也是亟待改进的弊端。总之，

不能也不该让征信成“大箩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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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就业数据造假必须依法追究

非常道

“国安教育必须
以‘一国’为根本出发点”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使国家安全得到

保障，香港市民生活开始稳定，社会反响

普遍非常正面。恢复安定的环境有利于

香港教育的再出发，国安法的中小学教育

将以‘一国’为出发点全力推进。”香港特

区政府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日前在接受专

访时表示。 □ 据新华社

微声音

真正的朋友，从来不怕你麻烦
许多时候，我们都在为各自的生活奔

波，但请相信，当你遇到麻烦时，真正的朋

友一定不会拒绝你的请求。朋友之于我

们，不仅能同享乐，更应在患难时可依靠。

人生一世，得知己两三，能各自安好，偶尔

相聚，也能互为帮衬，便是这世间最难得的

缘分，且拥有，且珍惜。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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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夙伟

热点冷评

在线看个小说、搜索个范文，网页弹出

一堆色情广告，偏偏旁边又有“熟人”，你遇

到过这种尴尬的事情吗？近日，全国“扫黄

打非”办公布“净网 2020”专项行动上半年

工作数据，引发网友热议。（7月13日中国

新闻网）

应该说，低俗弹窗广告，不仅泛滥，还

由来已久了。对此，不能不采取措施加以

制止。据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布，上半年

共查处网络扫黄打非案件1800 余起，取缔

非法不良网站1.2万余个，处置淫秽色情等

有害信息 840 余万条。可见，低俗弹窗广

告泛滥之一斑。何况，背后有利益驱使，如

果不果断采取措施制止，注定会愈发泛滥，

最终增加治理成本和难度。

值得一提的是，五花八门的低俗弹窗

广告，不仅出现在小说网站，还出现在在学

习网站上。同时，广告内容不仅以游戏居

多，不乏有衣着火爆涉嫌低俗内容的广告，

甚至是色情广告。疫情期间上网课，有的

老师在直播过程中上网查课件，可弹窗广

告上出现火辣的画面，就弄得老师也很不

好意思。

色情弹窗广告无疑会让人感到尴尬，

更严重的是，它的受众中很大一部分是未

成年。根据网友的留言反馈不难发现，很

多网友碰到色情弹窗广告时还是在校学

生。另据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和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

《2019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

究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已

相当普及。2019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为

1.75 亿 ，未 成 年 人 互 联 网 普 及 率 达 到

93.1%。其中，20.6%的未成年网民遇到过

淫秽色情内容。

试想，再不拿出鲜明的态度，以及切

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把低俗弹窗广告

制止住，别说网络生态难以保持一片清净，

就连未成年的心灵世界注定也会受到污

染，后果不堪设想。

低俗弹窗广告，当止！
□ 贺成

6 月底 7 月初，

正是各地高校毕业

生奔赴就业岗位的

节点。部分高校师

生反映，一些应届毕

业生明明还没找到

工作，所在学校为保

证就业率，多次催促

他们签订就业三方协议，有的毕业生不

得已托关系、找门路，完成盖章签字任

务。（7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社会舆

论一直有质疑。如高校公布的就业数据

注水、虚报，存在学生“被要求就业”（扣

押毕业证，要求学生拿签约就业协议来

换）、“被就业”（学生没找到工作，学校就

与学生签订虚构的就业协议）等。

就业率当然应该重视，但因此造假，

就业率也失去了意义，本来，就业率是对

教育质量的检验，是对学校教学的鞭策和

激励，准确地统计就业率，也有利于教育

主管部门合理安排教学资源、学校科学合

理地设置专业，以避免与社会需求的脱

节，而对于家长和学生选择学校与专业，

就业率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

毋庸讳言，如今的就业率已经成了

争夺生源的卖点。也因此，现在各高校对

就业率特别的重视，倾注了格外的热情。

比如为了让学生交回《就业协议书》，在现

金奖励的同时，更以就业协议换毕业证进

行“要挟”，已是许多学校的普遍做法。当

然，学校心知肚明的是，学生交回就业协

议并非意味已经实现就业。以毕业证要

挟，当然是为了让学生即使不能就业，也

能在学校指定的日期前交回，因为，学校

下一届招生在即，尽可能高的就业率，意

味着招生市场的号召力，当然，于学校领

导，还代表着“政绩”。

于是，为了更方便就业率“注水”，

学校甚至还“助力”学生造假，比如校方

代为签订所谓“就业三方协议”，而为了

防止造假“露馅”，学校还“传授”造假“秘

诀”，比如“学校规定，每个工作室每个班

最多只能签 3 人，辅导员叮嘱我们不能

在一个工作室扎堆。”于是，“班里有不少

同学找了一些企业‘假就业’，每年还要

向企业缴纳 400 多元费用。”如此“就

业”，让学生情何以堪，让学校颜面扫地。

核查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数据的真实

性，是教育部的一项常规工作。但改变目

前的“就业率不问出处”，从根本上说，是统

计要纳入《统计法》的轨道，对造假依法追

究，以法律的威慑力，来挤干就业率中的水

分。否则，除了误导学生，很可能让有关方

面对就业形势作出误判，不仅加剧大学生

就业难，还将影响未来教育事业的有序发

展。而学校这诚信缺失的“最后一课”，更

将对学生的人生，产生灾难性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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