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工制”不除，欠薪现象难免
■ 张国栋

热点冷评 街拍敛财实为偷拍侵权 ■ 汪昌莲

1 月 8 日下午，博主@呢辣 nina 称自己

被偷拍的裙底照片被放到街拍网站供用户

付费查看。记者采访了解到，网上存在许多

发布有大量偷拍照片的街拍网站，街拍网站

和偷拍者都可通过这些照片盈利。律师表

示，这类偷拍、发布行为涉嫌侵犯了被拍者

的肖像权和名誉权。（1月9日极目新闻）

据了解，街拍本身是一种艺术展现形

式，通常用来记录一些城市人文环境。随

着短视频平台的崛起，街拍开始逐渐大众

化、商业化。然而，当街拍沦为偷拍时，公

民的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均被侵犯。此

前据媒体报道，夏日来临，京城时尚街拍胜

地三里屯太古里附近，成了时尚年轻女孩

“打卡地”。

然而，与之相关联的是，各种网站、客

户端上，打着街拍创作名义发布偷拍视频、

照片的人不在少数。其偷拍内容的主角，

大多为年轻时尚女性，拍摄重点基本集中

在女性敏感部位，评论大多含有性暗示意

味。由于拍摄地点大多位于公共场合，许

多被偷拍者也无法确定对方偷拍是否违法

违规，因而时常陷入维权困境。

目前，在我国现行法律中，《侵权责任

法》第二条民事权益范围中包括了隐私权，

根据我国国情及国外有关资料，“未经公民

许可，公开其姓名、肖像、住址、身份证号码

和电话号码”等行为，归入了侵犯隐私权范

畴。同时，我国民法典在现行法律规定的

基础上，对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作出

了专门规定。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第

一款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

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对照上述法规，许多所谓的街拍创作，

实际上是一种偷拍行为，侵犯了公民的隐

私权。

街拍敛财，实为偷拍侵权。这值得监

管部门反思。首先，有关部门应加强对监

视、摄像设备的管理，尤其是加大对“偷拍

神器”之类的“三无”产品的查禁力度，把好

关口，堵住源头，遏制偷拍现象，保护公众

隐私。同时，一旦发现偷拍行为，应依法追

究刑责。至于有人将偷拍他人的照片或视

频在网上公开发布和传播，以此牟利，已经

涉嫌侵犯公民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受害者

可以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基本权益，

让侵权者受到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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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具、足球、羽绒

服、铅笔、奖状……见

过很多对学生的奖励

形式，但是你见过期

末给优秀学生奖励猪

的吗？近日，昭通彝

良一名老师结合农村

实际需求，给 20 名优

秀学生每人奖励一头小猪，在网上受到热议

并上热搜。（1月9日《扬子晚报》）

前几年，国内一些中小学在学期末，会拿

猪肉当奖品，奖励给各方面表现优异的学生，

赢得了学生、学生家长以及网友的一致肯

定。以猪肉当奖品，很实用，很接地气，尤其

是马上就到春节了，学生拿回家的猪肉可以

做成腊肉，也可以放在冰箱，留着过年时全家

人一起分享，既激励了孩子，也让家长为自己

的孩子感到自豪。

而今年学期末，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这

所小学，在对优秀学生奖励的问题上更进一

步，直接给20名表现优秀的学生每人奖励了

一头小猪。此事经媒体报道以后，同样引发

了网友们极大的关注，绝大多数网友也对这

所学校的另类奖品给予了高度肯定。

首先，以小猪仔当奖品，对这些农村学生

来说更加实用，更接地气，也具有更好的激励

作用。以小猪仔当奖品，先不说其本身价值

更高，而且正是因为奖品的新鲜、另类，所以

才具有更好的激励效果。

其次，小猪仔做奖品的激励作用更具可

持续性，可以带来长期的激励价值。奖状贴

在墙上，或者是本子、铅笔用完了，激励作用

也就随之减退了，但是这些小猪仔是需要被

喂养大的，而每当喂养小猪仔的时候，就会想

起这是对自己学习优异，表现优秀的一种奖

励，这种激励作用，可能会持续一年到几年甚

至更久的时间。

最后，家长引导学生喂养小猪仔的过程，

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同时对于一些经济困

难的家庭，这也是一种扶贫脱困的手段。

以猪肉、小猪仔当奖品，也给国内学校传

统的奖励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具备条件

的情况下，我们在围绕奖励学生的问题上，不

妨多一些探索和尝试，少一些墨守成规，既要

考虑激励的效果，同时也更多地从学生和家

长的实际需要来选择奖品和奖励方式。

优秀学生奖励小猪具有多重意义
■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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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时事乱炖

遇事第一反应，
藏着你的格局

①遇事见修养：有修养的人遇事

不急不徐，谨言慎行；②遇事见胸怀：

胸怀大的人遇事不卑不亢，谦逊坦诚；

③遇事见眼界：眼界宽的人遇事不慌

不乱，冷静睿智。做事有格局，结果不

会太差；做人有格局，人缘也会很好。

愿你我都能成为有格局之人。

@人民日报

据报道，甘肃省兰州市近日发生的一起

农民工讨薪事件，引发舆论关注。由中国建

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负责的兰州市口腔

医院异地新建项目部，被包克锋等6位农民

工投诉，讨要近 20 万元的欠薪。记者了解

到，这一事件的起因与“包工头”有关。（1月9

日《工人日报》）

不用说，此事的蹊跷之处除了欠薪，还在

于《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公布已有两年

时间，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实名制用工管理和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等制度已全面推行，为

何还会出现“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起农民工讨薪事件并

非个案，近期在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虽然这些拖欠最终都得以妥善解决，但记者在

采访中发现，“包工头”和“包工制”目前仍然以

变相和隐秘的方式，在建筑工地普遍存在。

按理说，劳务公司和农民工、建筑工人应

该有明确的劳动关系，但实际上，许多劳务公

司和农民工、建筑工人不签劳动合同，有时候

只签订一份“劳务协议”，甚至什么都不签，只

有“口头协议”，通过“包工头”招募农民工、建

筑工人，这些农民工、建筑工人以“点工”的形

式付出劳动。由此就出现一种乱象和怪象

——建筑公司没有农民工、建筑工人，但是农

民工、建筑工人又为建筑公司干活服务。又

由此，在工程质量、账目清算发生分歧时，极

易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

每到年关岁末，各地都会开展农民工工

资专项行动，在治理拖欠工程款和保障农民

工工资方面取得巨大成绩，这是主流，应当

得到肯定和赞赏。但与此同时，问题仍未完

全杜绝，甚至在少数地区、某些领域仍旧频

发，这不仅让农民工兄弟很受伤，事实上也

让《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相关法律

法规“蒙羞”，亟待引起各级各地的高度重

视。“包工制”不除，欠薪现象难免。只有严

格法治不打折扣，依法依规不留后患，让过

去那种随意用工、管理混乱的传统“包工头”

真正退出“历史舞台”，欠薪现象才可望得到

新的、有效的遏制，农民工兄弟的合法权益

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岁月别催，过往不追

人应该知道，在什么年龄该追求

什么、放弃什么，有所取舍、收放自

如。二十岁，不和别人比，做好自己。

三十岁，学会顾家，减少应酬。四十

岁，继续坚持，充实自己。五十岁，看

淡一切，随遇而安。六十岁，不争不

辩，笑对生活。七十岁，勇敢乐观，善

待自己。 @新华社

特殊奖品 ■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