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遏制高空抛物，“72个摄像头”值得借鉴

热点冷评

■ 钱夙伟

时事乱炖 科研人员的“聪明”别用错了地方
■ 郝冬梅

10 月 8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

院公开了一则裁判文书，被告人张某

开发了一款名为“大牛助手”的手机应

用，帮助用户在“钉钉”上打卡作弊。

一审法院认为，张某犯破坏计算机信

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

月。11月8日，北京市一中院认为“大

牛助手”不属于刑法中的“破坏性程

序”，但张某仍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

统罪。法院据此改判张某刑期为有期

徒刑四年。（11月10日《武汉晨报》）

“大牛助手”似乎是干的“帮助他

人”的事儿，实际上这个“助手”干的是

不该干的事儿，帮助他人考勤作弊，本

质上是“干了坏事”，是“为虎作伥”，违

反了公序良俗，违反了法律法规。

大牛助手是一款虚拟定位软件，

可在免 root 环境下运行，支持多开

APP、数据模拟、安装插件。“大牛助

手”公司一共22人，包括开发程序员、

客服、媒体运营人员、产品经理等等。

说白了，这些人都在为“考勤作弊”服

务，赚取的是不义之财。从技术的角

度来说，他们的研发确实具有“科技含

量”，只不过是这种“科技含量”危害了

社会。

目前，“大牛助手”已经下架。但

是，案件留给社会的思考还需要继续。

需要追问的是“考勤作弊APP”明

显存在问题，何以还能有“正当的备案

手续”？审批部门为何不约束“胡乱研

发”？其实，社会上有不少类似的“科

技研发”。比如广受质疑的“作弊神

器”“考试神器”“变声神器”“跟踪神

器”“偷拍神器”“变换电话号码神器”

等等，这些科技研发的出发点就是“为

违法服务的”，本质是“用无德的科

研”换取“灰色的收入”，这样的科技

研发水平越高，对社会的危害越大。

考勤作弊 APP 创始人被判刑，给

“胡乱研发”敲响了警钟。作为科研人

员，切莫把自己的“聪明”用在不该用

的地方！多研发点造福社会的新科

技，而不是危害社会的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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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困住你，除了你自己

生活中 90%的烦恼，并不是来自事

情本身，而是源于你对这件事情的反

应。别活在别人眼里，也别活在自己的

情绪里，才是为人处世的智慧。人生在

世，世事无常，如果太固执就容易走进死

胡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困住你，

除了你自己。不活在纠结和固执中的

人，才能大踏步迈向未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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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11”的 第 一 波

快递已经开箱，第二波

紧接着安排上，购物狂

欢早已从一天延长为一

个月。在这个各路商家

使尽浑身解数的大促氛

围中，不买点什么仿佛

就“错过了一个亿”。然而，在“买买买”的

声音中，却有一群人说“不要买”。它来自

豆瓣的“消费主义逆行者”小组，这里有近

30 万人，他们尝试对购物这一行为进行反

思与审视。（11月10日中新网）

“消费主义逆行者”小组，在“买买买”

大行其道的当下，能对此说不，这并非因为

小组成员都是在“装死”或“逃避”，其中既

有极简主义的倡导者，也有单纯为了省钱

而“不买”的实用主义者，还有仅是为了不

盲目跟风而选择不买过多商品的人。总

之，就是不想被过度的消费主义裹挟。

每年“双11”，习惯狂购的“剁手族”都要

大买一番，电商的各种促销活动令人眼花缭

乱，都想赚个盆满钵满。但在这场消费“盛

宴”的背后，也暗藏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各种

“陷阱”。事实上，每年“双11”结束后，既有

“剁手族”的满足，也有没完没了的抱怨乃至

维权纠纷，更有“剁手族”钱包瘪瘪的痛苦。

从历届经验看，如果“剁手族”头脑发

热，不顾自身的消费能力跟风狂购，势必令

自己陷入尴尬境地。因此，消费者一定要

量力而行、量入而出，不能只为了买个痛

快，就不顾经济实力盲目消费，必须做好充

分准备，别跟着电商的节奏走，做到理性消

费，如此才能不让自己陷入狂购的泥潭。

而“消费主义逆行者”，抵抗消费市场

的诱惑，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消费的要义。

当然，他们的所有观点未必都符合时代，但

“双11”需要“消费主义逆行者”相伴，因为这

些人就是一个“参照系”。虽然“钱不是省出

来的，是赚出来的”，但消费主义具有两面

性，应当对过度消费引起足够警觉。

实际上，“双11”能否成功，不仅要看消

费者买了多少或商家赚了多少，还要看是

否带来了社会正面意义。除了生产和消费

这些物质的东西之外，思想、文化、教养、知

识、理性等这些非物质的东西，同样应该受

到重视。如果商家和消费者在“双11”结束

后都患上了“消化不良症”，那么“狂购节”

无疑是失败的。

“双11”需要“消费主义逆行者”相伴
■ 刘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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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文字游戏忽悠人
网络算命实为算计钱

常言道“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

莫强求”，那如何知道命运呢?“算命”成

为很多人的选择。这种被视为封建迷信

的江湖骗术，在网络时代依旧能“生根

发芽”，大有“卷土重来”的势头。用文

字游戏忽悠人，在网络算命先生的“盘

算”下，消费者的命运可能没被改变，却

改变了唯利是图者的财运。@生命时报

湖北省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现代城小

区，为治理高空抛物问题，安装了72个高

空抛物摄像头，可视范围覆盖全部楼栋。

近日，记者在小区物业监控室看到，有一

排显示器专门用于查看高空抛物摄像头

的拍摄画面，72 个摄像头覆盖了小区 11

栋居民楼。（11月10日中国新闻网）

记者发现，拍摄角度多为仰角，也有

从上往下的俯视角。由于角度关系，摄

像头只会拍到每层楼的窗户和阳台，并

不会拍到居民家中情况，既保护了居民

隐私，也能清晰捕捉到高空抛物画面。

自今年8月启用摄像头以来，小区的高空

抛物现象明显下降，2个多月来没有接到

一起相关投诉。

高空抛物现象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

的痛”。随着高层建筑越来越多，危害也

越来越大，而如何对付，已经成为一个普

遍的难题。

消除高空抛物，从根本上说，是加强

宣传教育，营造尊重他人、敬畏环境的社

会氛围，形成“讲公德、守法纪、尽责任、有

秩序”的良好社会风尚，构建强大的道德

体系，一旦人们的文明行为蔚然成风，社会

文明有序，高空抛物陋习必然会被摒除。

当然，于目前，对付高空抛物，更需要有刚

性的制约，加大“高空抛物”的风险成本。

也因此，从2021年3月1日起最新刑

法修正案生效，“高空抛物”已经正式入

刑，但目前的主要症结在于取证难。为此

现在不少地方推出不少行之有效的办法，

一是加强巡查，及时发现高空抛物，二是

实行举报有奖，调动举报积极性，将高空

抛物置于居民的监督之下。三是如武汉

这个小区那样，通过加装摄像头的措施，

对高空抛物进行24小时的监控取证，实际

上，解决取证难，这应是最有效的办法。

但现在对于加装摄像头，许多小区都

强调成本投入无法解决，其实更主要的是

责任意识的问题。遏制高空抛物，不在于

做不到，而在于不作为，因此，“72个摄像

头”的成功示范，各地应该借鉴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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