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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频出“内鬼”需要制度堵漏
■ 张淳艺

前不久，河北邯郸警方破获一起非法

窃取个人信息案件，一家快递企业员工为

赚取额外收入，将所在公司的个人账号租

给不法分子，不法分子通过非法登录快递

企业内部系统获取客户个人信息，又将这

些信息转卖给境外诈骗分子实施精准诈

骗。（4月20日《央视财经》）

快递涉及大量真实的姓名、电话、住址

等个人信息，一旦泄露，很容易被不法分子

用于实施精准诈骗、绑架、敲诈勒索等犯罪

行为。为保护用户个人隐私，近年来一些快

递企业陆续推出“隐私面单”，隐去寄收件人

全名、部分电话号码等关键信息，受到消费

者的肯定和好评。然而，如果只是对于面单

进行技术性处理，公司内部系统可以随意登

录查询，一览无余，这样做无异于“关前门，

开后门”，给内鬼里外勾结可趁之机。

快递信息泄露成为重灾区，根源在于

不菲的利润，用业内人士的话说，“出售快

递单信息能让这些快递从业者从快件身上

获得的收益瞬间翻倍。”不过，出一两个“内

鬼”可以归咎于个人见利忘义、

职业道德缺失，一个行业频出

“内鬼”则显然是管理制度出了

问题。

公民个人信息以数据形式

存在，多存储在相关系统或平台

中，如何保护它的安全以及正确

地被使用，需要一系列技术和制

度来实现。一个普通员工的工

号，就能轻易查询到几千条乃至

上万条个人信息，快递企业的安

全管理无疑存在漏洞。对此，有

关部门应加强监督，指导快递企

业完善快递运单数据管理，更好

地保护用户个人信息。比如，快

递完成投递后，寄收件人信息自

动加密，除了用户投诉等情况外，一般不得

进行查询。

此外，追责制度缺位，也是快递行业频出

“内鬼”的重要推手。对于“内鬼”泄露个人信

息，快递企业应该承担何种责任，法律并未明

确。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快递企业的侥幸

心理，平时对于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缺乏重视，

一旦出事就“甩锅”给内鬼，把自己摘得干干

净净。只有厘清快递企业连带责任，才能倒

逼其加强内部管理，防范监守自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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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逼“张煜医生”删帖？
■ 新华社记者 侠克

4 月 18 日，自称北京大学第三医

院肿瘤内科医生的知乎用户“张煜医

生”在平台发文揭露“肿瘤治疗黑

幕”，爆料者很快就因“无法承担压力

和可能带来的后果”自行删帖。

国家卫健委已经表示，将对有关

情况和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相

关问题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

理，绝不姑息。事实正在调查，但目

前群众也关心究竟什么神秘力量逼

爆料者删帖？监督医疗公平的声音

为何会受到压制和束缚？乱象背后

的既得利益集团能否打破？未来如

何让公平正义的守护者敢于发声？

“肿瘤治疗黑幕”的存在让问题

的答案藏在深处，也让每个人都会有

不安全感。应当果断破除黑幕，斩断

影响医疗公平的黑手。

医生穿上白大褂，就接受了救死

扶伤、弘扬大爱的神圣使命。但不可

否认，现实中却有一些医疗机构和少

数医生因利益驱使将本可以托付生

命的医患关系异化为消费关系。

医疗行业专业性强，普通人医

学 知 识 欠 缺 ，医 患 双 方 信 息 不 对

等 ，后 期 鉴 定 和 维 权 难 度 较 大 。

因 此 在 维 护 医 疗 公 平 上 ，社 会 需

要 勇 于 发 声 、敢 于 发 声 的“ 监 督

员 ”，公 众 需 要 敢 于 说 真 话 、敢 于

捅破黑幕的“良心人”。

有关部门要查一查谁在逼“张煜

医生”删帖，顺藤摸瓜揪出“医疗黑

手”，破除妨害公平的“医疗黑幕”。

要靠强大的监督、制度的“笼子”让医

疗卫生回归纯粹，让患者不再被当成

摇钱树，让医术回归仁术。

晚年人缘好，生活质量高

健康不仅是身体没病，良好的心理状态

也十分重要。然而退休后，人际关系的微妙

变化，会让一些老人心理开始转向消极。近

日，深圳大学发表在《英国医学会公共卫生》

杂志上的一项最新研究，更是证实了人际关

系在维持老年人身心健康中的重要作用，能

否维持良好的家庭、朋友、邻居关系，决定了

晚年幸福。 @生命时报

努力多一点，遗憾才会少一点

人生没有如果，真正让人感到后悔

的，是在该付出的时候选择了偷懒，在该

努力的地方没能尽心。我们常说“尽力而

为”，只有在过程中竭尽所能的人，才能真

正对结果坦然无悔。人生最遗憾的事，不

是“我不行”，而是“我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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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喝不炒”应成为共识和行动
■ 张 涛

“特效茶”“办事茶”

“金融茶”，“一片（饼）可

以买一辆宝马，一提可

以 在 广 州 买 一 套

房”……眼下正是春茶

上市时节，茶叶再次上

演疯狂爆炒的戏码。“新

华视点”记者对茶叶市场调查发现，打着各

类名目的营销乱象层出不穷。不少茶叶质

量难辨、价格混乱，动辄标价数十万元甚至

数百万元。（4月21日《新华每日电讯》）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

茶”，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可见一

斑。然而，作为昔日大众化的消费品，现在

的茶叶却越来越让人感慨喝不起。

茶叶疯狂爆炒，看似市场红火的背后，

实则暗藏隐忧。受益“天价茶”的主要是茶

商和少数茶农，大多数茶农不但没有受益，

反而成为受害者。在云南，全省共有670多

万亩茶园，其中40万余亩古树名山茶，价格

高昂，受到追捧，其余 630 万亩茶园的品质

好茶很难卖出，成为当地茶产业的一大痛

点。而“办事茶”“送礼茶”，则是严重败坏

了社会风气，滋生了大量腐败，一些官员因

此落马。至于“投资茶”“金融茶”，则完全

是一场赌博游戏。当前，一些茶叶价格虽

然越炒越高，实际上“有价无市”难以变现，

最后接棒的投资者砸在手里，亏损严重。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同

样，茶也是用来喝的，不是用来炒的。“天价

茶”炒作，背离了价值规律，扰乱了市场秩

序，既侵害了消费者的应有权益，也不利于

茶产业的健康发展。对此，有关部门和全

社会必须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共同推动

“茶喝不炒”的理性回归。

其一，加强行业自律。各地茶叶协会组

织应切实发挥作用，牵头制定行业标准，推动

建立产品可追溯体系，呼吁茶商诚信经营，

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其二，引导理性消

费。茶叶说到底就是一种饮品，消费者要正

确看待茶叶的功效和价值，做到理性消费，

不盲目攀比，只买对的，不买贵的。此外，加

大监管力度。有关部门一方面要加强市场

执法，对于虚假标识、虚假宣传、以次充好、串

通操控价格等违法行为依法惩处。另一方面

强化正风反腐，将“天价茶”列入党员干部不

得收受的名贵特产资源目录，畅通信访举报

渠道，对于违规收送“天价茶”严肃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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