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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冷评

对伤人的网络流言就该“一追到底”
■ 斯涵涵

浙江杭州女子谷女士取快递时遭偷

拍并被造谣“出轨快递小哥”，当事人向余

杭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获受理。14

日18时许，谷女士发微博称，自己拒绝接

受嫌疑人郎某某、何某某及他们亲友的道

歉。对于前述两人的刑事责任，她将“一

追到底”。(12月15日《南方都市报》)

发端于荒唐、无聊的短视频，引来无

数眼球，其间有人再“加工”，有人展开人

肉搜索，不断有人复制、转发，让不实信息

二次、三次传播，最终传言从网上传播到现

实生活中，给谷女士带来无妄之灾——被

公司劝退、此后的工作面试接连失败……

饱受谣言困扰的谷女士愤而报案，杭州

市公安局对造谣者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书，认定二人“利用信息网络公然侮辱、

诽谤他人，属于情节较重”，拘留9天。

但时至今日，郎某某、何某某还是

认为，“这就是个玩笑”，充其量也就是

恶作剧的标准，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行

为对他人的损害，缺乏承担错事的态

度，这让受害者感到无比愤怒。的确，

他们压根就不认识她，没有对她的身体

造成外在损伤，却彻底颠覆了她的名誉

和生活，一场流言带来的无妄之灾，可

谓是伤人于无形。

自谷女士在微博上公开遭遇以来，

陆续有年轻女性来留言。相同遭遇困

扰着这些素未谋面的女孩子，给她们的

人生投下无尽的黑影。这也是谷女士

放弃了与嫌疑人和解，决定打官司维

权、追究刑责的原因。

互联网已经日益成为人们现代社会

的一部分，互联网安全诚信问题要受到来

自科技、社会、法制、道德等多方面因素制

约,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和社会各界应共同

行动起来,完善网络安全保障机制，支持

网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让人们享受到

安全、便捷、无忧的网络生活，也需要更多

的“谷女士”勇敢站出来，对伤人于无形的

网络流言“一追到底”，既为自己和与自己

一样的受害者维权，也让那些无知无畏、

目无法德、口无遮拦、胡编乱造的流言制

造者、传播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非常道

共享充电宝
可能会实时监听

对于共享充电宝的安全隐患问题，

技术人员指出，如果使用能够传输数据的

充电线，充电宝就能将恶意程序上传至手

机，断开后依然能操控手机，甚至进行实

时监听。专家提醒，使用外来充电宝，若

手机上出现需要用户授权、打开调试模式

等提醒，务必谨慎。 @看看新闻

微声音

提醒吃肉多的人：
你的肠道可能不会太好

据美国健康日网站报道，美国杜克

大学基因组科学和政策研究所的学者发

现，饮食不同会影响人体肠道菌落的构

成，特别是吃肉，可能会让肠道菌落环境

变差。研究结果显示，全肉食导致肠道

中的细菌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促进了 22

种细菌的生长；而全素食只让 3 种细菌

变得更多。 @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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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冷静期”制度措施
守住“非理性”离婚底线

明年1 月正式实

施的《民法典》，其中

在协议离婚程序中

增设30天的“离婚冷

静期”再度成为社会

关注的话题。

据 安 徽 省 民 政

厅统计，从2011年始，全省离婚数已连续十

年增长。“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婚”，如何

让夫妻双方在决定离婚之际静一静、想一

想，近些年来，“离婚冷静期”这一举措已在

司法实践中，将其区分为情绪约束冷静期

和情感修复冷静期，并规定了不同的启动

条件、设置期限和运用规则尝试探索。

其实，从试点“离婚冷静期”开始，在网

上关于此举的争议和担忧之声就不断。

有网友认为，这样能很好地避免冲动

“闪离”带来的婚姻悲剧；也有网友提出，离

婚冷静期是在干涉离婚自由；还有网友担

心，“冷静期”会不会增加离婚纠纷复杂性，

甚至成为当事一方拖延离婚的借口。

不难看出，这些针对离婚太“任性”的

“冷静期”提醒，并非让离婚变得更难，30天

的冷静期，不仅是为了给走向婚姻危机的

夫妻一个“踩刹车”的机会，更是留给夫妻

双方一个重新思考和理性对待的机会，对

赌气离婚、草率离婚、危机婚姻起到峰回路

转的作用。

但显然，不能让家暴者“钻法律空

子”。“冷静期”只适用于协议离婚，对于有

家暴情形的，从法律角度讲，哪怕夫妻中一

方有家暴、出轨等严重危害家庭关系的行

为，只要一方不同意，无论有没有“冷静

期”，都不能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协议离

婚。可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既是面对

民意反弹的及时回应，也是对相关法律常

识的普法释疑。

虽然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是两个不同

的途径，但婚姻关系很微妙，不可能像立法

规定的那么非黑即白。民政部门不能像司

法机关那样，有能力查清婚姻关系是否存

在家暴的情形，这就最终需要国家确立离

婚冷静期的甄选机制，将家暴排除在适用

离婚冷静期范围之外，避免因家暴等特殊

情况中的当事人在冷静期中受到伤害，保

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此同时，婚姻登

记机关切忌冷眼旁观，要主动作为引进婚

姻辅导咨询机构，积极疏导夫妻双方情绪，

适时进行婚姻家庭辅导与治疗，让更多的

婚姻走得更温馨更长远，这是设置这一制

度的本心和初衷。

多方合力戳穿“1元购”骗局
■ 杨玉龙

事乱炖

打开一些网页和网购APP，“1元购”广

告让人眼花缭乱。用户只要忍不住点击，

就可能掉进不良商家设置的陷阱里。有的

被诱骗下载了购物 APP，有的虽抢购成功

却买到劣质“三无”产品，还有的个人信息

被套取转卖……（12月16日新华网）

“1 元购”涉嫌多项违法。首先，“1 元

购”是一种含有虚假或误导信息的广告，是

典型的“钓鱼营销”，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和选择权，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和广告法关于禁止虚假广告等法律规定。

其次，一些电商平台“1元购”假冒伪劣产品

泛滥，也涉及多种违法行为。一是侵害消

费者知情权，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二是

损害了同行的利益，劣币驱逐良币，违反了

反不正当竞争法；三是，平台卖假东西，违

反了电子商务法、知识产权法和注册商标

法等。此外，一些电商平台套取倒卖消费

者个人信息，也侵害了公民隐私权。而一

些浏览器在首页醒目位置展示“1 元购”虚

假宣传，其运营公司也要承担连带侵权或

民事责任。

因此，笔者以为，要戳穿“1 元购”骗

局，还需“多方合力”。首先，监管要到位。

相关政府监管部门要依法用好用足法律赋

予的市场准入、行政监管、行政指导和行政

处罚等权限，进一步加强对平台及商家的

监管力度；其次，执法要从严。执法部门应

加大打击力度，发现一起严惩一起，该罚款

的要罚款，该追究法律责任的要追究法律

责任，倒逼其遵规守法，切实履行买卖契

约。其三，消费者要学会维权。消费者一

旦遭遇“1元购”骗局，要积极大胆地向消保

委、市场监管部门检举揭发，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不受侵害，切忌因金额小、嫌麻烦而甘

愿“吃哑巴亏”，助长无良商家的嚣张气焰，

坑害广大消费者。

当然，电商平台也要加强行业自律，要

切实做好对商家的遴选和对商品质量的把

控，不断完善平台的交易规则和维权渠道，

积极受理、处理消费者的维权诉求，让“1元

购”网购骗局“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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