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由：
近日， 一个博主发布一段“为什

么会被确诊肝癌” 的视频后， 引发网

友关注。 但该视频内容并非博主真实

遭遇， “本期内容纯属虚构” 的字样

被其放在视频最后并一闪而过， 造成

很多人误解。 随后， 相关平台对该博

主进行了禁言及暂停广告收益等处

罚。 但该视频下架前已播放至少

2000 多万次， 其“通过消费癌症病

人话题博取流量” 的做法， 遭到很多

网友质疑。 （4月 2日 《成都商报》）

百家讲：
国新办举行的 2023 年“清朗”

系列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指出， 要

“全面清理通过伪造场景、 编撰细节、

虚构经历等手法摆拍制作的导向不

良、 误导公众的短视频”。 此外， 如

果“网红” 在视频中以虚构事实或隐

瞒真相的方式骗取钱财， 数额达到立

案标准的话， 也涉嫌诈骗罪。 也就是

说， 法律与制度已经“立” 起来了，

只需依法惩戒就行。 但其实， 这也是

事后纠偏， 并非最优选择。

在网红卖惨博流量的事情上， 可

以进行很好的预防， 这就需要平台方

承担起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从技术上

来说， 平台方可以设置一定的关联

词， 一旦触发就需要人工审核， 让相

关视频无法发布； 从惩戒机制来说，

平台上不仅要对相关账号进行封禁处

理， 更要联合其他平台一起建立相关

的黑名单， 让相关人员不至于换一个

马甲就可东山再起； 从投诉举报机制

来说， 平台方也应高度重视， 畅通投

诉举报渠道， 甚至可以给予一定奖

励， 发动最大的力量来监管相关内

容。

网红卖惨博流量频出， 平台方责

无旁贷。 只要平台方高度重视， 做好

事前事中事后的相关监管工作， 相关

视频就能止于未萌、 禁于未发， 也就

能营造出更加清朗的网络氛围。

———龙敏飞

事由：
国人的饮酒风气为社会所诟病，

劝酒、 斗酒， 乃至为了业绩被迫拼酒

等不加节制的饮酒陋习让公众深恶痛

绝， 作为酒桌上的共饮人往往忽视相

互间的安全保障义务以致酿成不少悲

剧， 违背了喝酒的初衷， 也扭曲了我

国的传统酒文化。 （4 月 2 日 《法治

日报》）

百家讲：
《民法典》 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

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 能够确定责任

大小的， 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难以

确定责任大小的， 平均承担责任。 共

同饮酒人如果未尽这一安全保障义

务， 则需对其他共饮人的损害承担一

定的赔偿责任。

聚餐饮酒不可任性， 否则“摊上

大事” 就可能追悔莫及。 尤其是对于

那些我行我素， 罔顾相互间的安全保

障义务以致酿成悲剧的聚餐共同饮酒

人， 要严格法办， 切实形成震慑。

相关部门还应拾遗补缺， 不断建

立、 细化和完善相关制度， 加强监督

管理， 确保公务、 商务活动相关“禁

酒令” “限酒令” 落实到位， 对有令

不行、 有禁不止、 顶风作案的， 坚决

予以严肃处理， 真正让法律制度成为

各种饮酒陋习的带电“高压线”， 从

而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社会安全

的防线。

———张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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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陕西省人事考试中心

发布一份涉及 140余人的公考违

纪违法行为处理公告。 对本次考

试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答题信

息高度雷同， 属同考场作弊情形

的 2名报考者予以“该科目考试

成绩无效” 的处理。 对在考场内

有作弊等行为的 4名报考者， 由

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给予其“取

消本次考试资格并五年内限制报

考公务员” 的处理。 （4 月 2 日

中国新闻网）

杜绝公考作弊行为， 才能

确保考试的公平、 公正。 公考

一般属于国家考试， 是事关考

生命运转折的重大考试， 假如

考生通过作弊获取高分而被录

用， 对刻苦备考和诚信考试的

考生来说， 是极为不公平的。

近年来， 尽管公考纪律越来越

严格， 处罚措施也越来越严厉，

但少数组织者和考生等为了各

自的利益， 仍不惜铤而走险参

与公考作弊。

公考无疑是成为国家公务员

的“敲门砖”， 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 通过公考被录用为公务员，

可谓前途一片光明。 少数考生

的能力有限， 凭自己真才实学

无法通过考试， 为了能够成功

“上岸”， 就有可能在考试中实

施作弊行为。 一旦公考作弊被查

获， 取消本次考试资格不说， 还

在五年内限制报考公务员。 这样

惩罚虽然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但

与公考“上岸” 的巨大利益比较起

来， 就显得违法成本较低， 在侥幸

心理作用下， 公考作弊就难以遏

制。

公考作弊不能止于取消考试资

格， 我国 《刑法修正案 （九）》 明

确规定， 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中， “组织作弊的” 或“代替他人

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国家考试

的”， 将入刑定罪。 因此， 不管是

公考还是其他国家考试， 只要有参

与考试作弊行为的组织者、 替考者

或考生本人， 就应当一律入刑追究

刑事责任， 情节严重的或会被判刑

坐牢， 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样，

形成强大威慑力， 一些组织者、 替

考者或考生本人在利弊权衡下， 才

会彻底打消侥幸心理， 不敢再参与

公考等作弊行为。

中国消费者协会、 共青团中

央消费警示： 我们提醒广大青年

学生消费者们， 理性考虑超前消

费， 审慎选择贷款机构， 避免陷

入不良“校园贷” 陷阱。 （3 月

30 日中国新闻网）

众所周知， 校园贷有很多危

害。 不法分子将目标对准高校，

利用高校学生社会认知能力较

差， 防范心理弱的劣势， 进行短

期、 小额的贷款活动， 从表面上

看这种借贷是“薄利多销”， 但

实际上不法分子获得的利率是银

行的 20到 30倍。

此外， 校园贷款会导致借款

学生滋生恶习。 高校学生的经济

来源主要靠父母提供的生活费，

若学生具有攀比心理， 且平时就

有恶习， 那么父母提供的费用肯

定不足以满足其需求。 因此， 一

些学生可能会转向校园高利贷获

取资金， 并引发赌博、 酗酒等不

良恶习， 严重的可能因无法还款

而逃课、 辍学。 若不能及时归还

贷款， 放贷人会采用各种手段向

学生讨债。 一些放贷人进行放贷

时会要求提供一定价值的物品进

行抵押， 而且要收取学生的学生

证、 身份证复印件， 对学生个人

信息十分了解， 一旦学生不能按

时还贷， 放贷人可能会采取恐

吓、 殴打、 威胁学生甚至其父母

的手段进行暴力讨债， 对学生的

人身安全和高校的校园秩序造成

重大危害。 此外， 还有更为恶劣

的“裸贷”， 并由此滋生灰色产

业链， 对当事学生造成了极其恶

劣的影响。

有些不法放贷人还可能利用

校园“高利贷” 诈骗学生的抵押

物、 保证金， 或利用学生的个人信

息进行电话诈骗、 骗领信用卡等。

特别是一些非网贷机构针对在校学

生开展借贷业务， 突破了校园贷的

范畴和底线， 一些地方“求职贷”

“培训贷” “创业贷” 等不良借贷

问题突出， 给校园安全和学生合法

权益带来严重损害， 造成了不良社

会影响。

校园贷的发展涉及贷款平台、

监管当局、 学生等多方主体， 这些

主体之间的关系就形成了校园贷生

态， 一个良性互动的生态环境有助

于校园贷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

健康、 可持续发展。 打造良性互动

的校园贷生态是一项系统工程。 政

府和监管部门要制定相应的技术标

准， 完善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

假如大学生都能严格按消费警

示的“树立正确消费观念、 增强风

险防范意识和找正规银行机构贷

款” 去操作， 就能远离不良“校园

贷”， 实则自我保护。 中消协、 共

青团中央呼吁的“社会各方力量加

大对不良‘校园贷’ 的关注， 积极

构建多方协同共治的格局， 完善行

业准入、运营监管体系，明确行业准

入门槛，健全行业风险防控机制，排

查整顿违规机构， 针对大学生提供

定制化、规范化、安全放心、真实透

明、风险可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同

时， 努力营造崇尚节约、 反对浪费

的校园文化环境， 倡导大学生积极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树

立科学、 理性的消费观， 追求文

明、 高尚的精神生活， 摒弃落后、

低俗的物质攀比， 将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投入到实现人生价值的事情

上。” 也颇具积极的现实针对性，

各方和大学生均可借鉴。

最近， 不少网友称自己收到

了陌生快递件， 快递盒子里面是

一个杯子， 或者是一张宣传单和

一个杯子， 上面印有“就是送您

的” 字样， 还附带二维码， 称扫

码后图上礼物任选。 业内人士指

出， 这种免费陌生快递件， 实际

上是一种骗局， 是基于个人信息

泄露、 免费邮件等二维码骗局的

一种新手段。 （3 月 31 日 《中

国消费者报》）

买菜可以扫码支付， 停车缴

费可以扫码支付， 吃饭买单也可

以扫码支付。 但是二维码真不是

哪里的都可以随便扫， 一不小心

就容易掉入骗子的圈套。 网络专

家提示， 手机扫二维码要谨慎，

因为很多信息在手机上是看不出

端倪的。 对于陌生人推荐的二维

码， 或者不熟悉来历的二维码，

需要提高警惕， 谨慎扫码。

从下载移动应用到共享单车

开锁， 从移动支付到质量追踪，

二维码已成为移动互联产业发展

的基石。 作为移动互联网的入

口， 二维码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交

媒体、 移动支付、 应用程序下载

等方面。 然而， 由于制码技术几

乎零门槛， 不法分子将木马程

序、 扣费软件等植入二维码， 消

费者扫码被盗刷现象时有发生。

究其原因， 一方面， 由于国内没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二维码技术，

目前国内的二维码市场还在免费

使用 20 多年前的技术标准， 其

开放式的市场应用模式导致我国

二维码应用基本处于失控和无序

的状态； 另一方面， 目前国内二

维码的生产和流通并没有明确的

主体进行统一的管理。 虽然一些

部门开始逐渐意识到二维码存在的

巨大安全隐患， 但还没有相应的法

律法规和具体举措加以规范。

二维码是一个跨学科、 跨领

域、 跨行业的信息化应用工具， 与

国家网络信息安全、 经济运行安

全、 公共安全和百姓生活息息相

关， 但信息安全漏洞也给人们的财

产安全带来巨大风险， 尤其是二维

码其承载的信息缺乏审核、 监控、

追溯、 认证， 以致于发生二维码诈

骗时， 相关部门无法快速有效查地

找到诈骗相关信息。 当下， 二维码

行业暴露出的问题刚刚显现， 现在

整治乱象为时不晚。

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 消费者

只需“扫一扫” 即可付款。 不过，

也有一些不法分子趁机调包或将二

维码替换为病毒， 致使商家或消费

者受到损失。 如今二维码应用很普

遍， 其安全性理应得到重视。 要遏

制二维码乱象， 要通过技术管控和

在立法层面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 对二维码行业发展加以规范。

一方面， 二维码应用监管必须要

跟上时代步伐。 要在技术层面加

强对二维码的安全风险管控， 建

立一套完善的责任追溯机制。 可

以考虑建立二维码中心数据库，

对市面上流通的二维码进行备案登

记， 将所有二维码数据统一存放在

一个中心数据库， 实现对二维码生

成流通环节的有效追溯。 另一方

面， 要通过建章立制， 规范二维

码行业有育发展。 国家应积极扶

持， 制定并推广符合国内市场环

境的二维码技术标准。 同时， 相

关部门应尽快制定二维码监管办

法， 依法严厉打击利用二维码实施

违法犯罪、 盗取个人信息的行为，

净化二维码领域环境， 促进产业良

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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