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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乱炖

航班信息不是商品，买卖要严惩！
近年来，因粉丝追星导致的机场拥堵、

飞机延误等影响民航安全的行为屡见不

鲜。近日，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在北

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两名航空

公司员工因出售飞机舱单及其他公民个人

信息，被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两名粉丝

也因购买涉案信息被控有罪。（4月13日

《法治日报》）

舱单包含了航班号、航班日期、航段信

息、旅客姓名、旅客的舱位、出票人的数量、

订票日期等，掌握了舱单就能够确定某乘

客某一天乘坐某航班信息。明星舱单被泄

露遭遇的可能是疯狂粉丝的骚扰，如：2019

年4月，虹桥机场玻璃曾被接机的狂热粉丝

挤碎，所幸未发生踩踏事故。而普通人的

信息被泄露，遭遇的可能就是诈骗、非法讨

债等多种违法犯罪活动。可以说相关信息

的泄露会对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潜

在危害。《网络安全法》第四十四条：“任何

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

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

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刑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

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航班信息不能当商品

进行买卖，这起案件中买卖航班信息的当

事人均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追究刑

事责任一点都不冤。

不得不说的是，从事客服工作、负责查

询航班和订票信息的秦某伙同前员工李某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长达一年多，涉及

他人乘坐航班的行踪轨迹信息 1964 条，足

以说明了航空公司在管理航班信息中存在

严重漏洞。希望航空公司能从此案中吸取

教训，查找航班信息保护中的漏洞和短板，

及时打上补丁，尤其是要建立舱单信息查

询约束机制，对涉嫌违法犯罪的要迅速移

交有关部门处理，对违反内部规章的要严

肃处理，决不能也不应让个人航班信息处

于裸奔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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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内耗
把精力花在值得的事上

常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因为别人不

经意的举动郁闷很久，过度追求完美压

得自己喘不过气……陷入“精神内耗”

的人，常把自己困在思绪中，而很少落

到行动上。你的时间和精力有限，请少

点内耗，多些勇敢的行动。愿你内心强

大，成为更好的自己。 @人民日报

推进疫情防控
要算眼前账，更要算长远账

奥密克戎变异株本身的致病性虽然

不及其他毒株强，但绝不是“大号流感”，

对高龄患者、合并严重基础病患者等特

殊人群具有潜在严重威胁。推进疫情防

控，要算眼前账，更要算长远账。“动态清

零”是我国当前抗击疫情的最佳选择，力

争在短时间内做到“动态清零”是最经济、

最有效的疫情防控策略。 @人民日报

热点冷评 为医生开设“微信诊室”叫好 ■ 叶金福

因为疫情，不少患者无法前来就诊，复

查怎么办？突发眼疾怎么办？为解患者的

燃眉之急，宁波市北仑区二院的眼科副主任

胡静微利用休息时间在微信里开起了“诊

室”。（4月13日《宁波日报》）

眼下，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很多医院

在入院通道上设立了防疫查验卡点，既要测

温、亮码，还要查验行程码、核酸检测结果，

这给一些患者就诊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尤其

是还有很多患者无法前往医院就诊，有的因

为居家隔离或集中隔离，有的因为没有及时

做核酸检测，有的因为健康码被赋黄码，有的

是需要复诊和问题不大的病人……等等，“就

诊难”成了他们的一道槛。

难道就没有更好的解决这部分患者“就诊

难”的办法了吗？宁波市北仑区二院的眼科

副主任胡静微开设“微信诊室”之举，无疑是

一个“小妙招”。

据报道，胡静微医生是利用下班时间，

通过和患者加微信的方式了解患者病情，帮

助患者及时答疑解惑，此举深受患者的一致

好评。

虽然胡静微医生开设“微信诊室”会额

外增加不少的工作量，也会牺牲自己的休息

时间，但此举无疑方便了患者，解决了患者

的燃眉之急。可以说，“微信诊室”不仅化解

了这部分患者的“就诊难”问题，而且也让这

部分患者省去了来回跑的麻烦。更为重要

的是，“微信诊室”拉近了医患之间的距离，

融洽了医患之间的关系。可见，医生开设

“微信诊室”之举，值得点赞，令人叫好。

期待各地医院，包括医护人员，不妨多

多借鉴和学习胡静微医生开设“微信诊室”

的好做法，多些“患者视角”、多些“服务意

识”、多些“诊疗创新”，让更多不能前往医

院就诊的患者也能“及时就诊”“方便就

诊”，从而既化解了患者的“就诊难”，又增

进了医患之间的和谐关系。如此多赢之举，

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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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自制食品

药 品 在 网 络 上 售 卖 盛

行，从咸菜、腊肉、腐乳

到果酒、饼干和糕点，再

到减肥酵素、压片糖果、

中药茶饮，这些产品被

商家打上“纯天然”“无添加”“手工制作”的

标签，深受不少消费者青睐。但与此同时，商

家无生产经营资质、无相关标签等问题也被

频频曝光。（4月13日《法治日报》）

在电商平台上，一些自制食品药品成为

网红产品，备受追捧。在不少消费者看来，自

制食品药品使用“传统工艺”“手工制作”“独

家配方”，比工厂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产品更地

道、更正宗。殊不知，看似光鲜靓丽的自制食

品药品，很可能是三无产品，质量安全得不到

保障。在记者调查中，有的商品详情页面查

不到食品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等信息，还有

的虽然标注了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但查

询后却发现是商家虚构出来的。

《电子商务法》第十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

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但是，个人销

售自产农副产品、家庭手工业产品，个人利用

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

务活动和零星小额

交易活动，以及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不需

要 进 行 登 记 的 除

外。据此，一些人认

为只要个人销售自

产的产品，都不需要

办理市场登记和资

质审批。这其实是

对法律的误读。事

实上，电商法规定的

“自产农副产品”，仅

限于米、面、鲜肉等

初级农产品。在初

级农产品基础上加

工制成咸菜、糕点、腊肉等，就不属于“自产”而

属于“自制”，不符合豁免登记的范畴。

对于网上销售食品，《食品安全法》明确

规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

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明确其食

品安全管理责任；依法应当取得许可证的，还

应当审查其许可证。此外，自制药品也需要

具备相应资质。

自制食品药品不能想卖就卖。否则，不

仅涉嫌违反法律法规，而且很可能带来安全

风险，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和身体健康。对

此，一方面要加大宣传普法力度，引导商家合

法经营、诚信自律，从源头规范自制食品药品

生产和销售。其次，强化平台主体责任，严格

审核把关，将不具备相应资质的自制产品拒

之门外，杜绝“三无产品”进入市场流通。此

外，有关部门要加强执法监督，畅通投诉举

报，保护消费者权益。

“免检”食品 王恒/漫画

自制食品药品不能想卖就卖 ■ 张 涛

2022年4月14日

星期四

星级编辑/蔡富根

组版/李 静

校对/陈文彪

零 售 价 1元/份
全年定价 240元
法律顾问 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

杨静 律师
承印单位 合肥安博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合肥市新站区物流路以南

板桥河以东
电 话 0551-64278186

新闻热线 62620110
广告垂询 62815807
发行热线 62813115
总 编 办 62636366
采编中心 62623752
新闻传真 62615582

市场星报电子版
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
www.ahcaijing.com

Email：admin@scxb.com.cn

02
星眼

市场星报官方微信

掌中安徽APP

市场星报官方微博

《安徽画报》微信

星报传媒
全媒体矩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