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数据时代，“尊敬
的用户，根据您良好的信
用记录，诚邀您办理我行
信用卡，额度高，详情点
击……”， 落款是一些知
名银行，这类短信想必大
部分人都有被群发或者
电话骚扰过的经历。 需要
注意的是，其中相当部分
短信却是由伪基站发出，
客户真的通过短信的链
接点击进去办卡成功，该
平台会获得中介费。

根据记者对业内人
士的采访，只要你在网上

点击过办理某一家信用
卡的相关链接，信息就很
可能已经泄露，其他银行
或者套路贷都纷纷跑来
营销也就成了大概率事
件。 这显然比“免年费”陷
阱（仅免首年，或者必须
要 达 一 定 额 度 或 者 笔
数）， 或者某些“高端系
列” 信用卡的年费陷阱
（比如无论信用卡是否被
激活，都得缴纳年费），性
质要恶劣得多。 毕竟用户
还可以向监管部门申诉，
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或

者恶意收集行骗，却
根本找不着谁该为
此负责。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有意识保护个人信
息安全，例如只与银行等
正规金融机构发生业务
往来，或者即便给银行的
身份证复印件上也会写
明用途等。 这一前提下信
息泄露仍然防不胜防，显
然更为令人愤怒与忧虑。

大数据背景下传统隐
私概念的衰落，并不意味
着以金融消费者为代表
的数据主体不再对自身
的信息享有任何权利。 金
融消费者作为信息权的
最终控制人，其合法权益
必须得到保护。

目前， 各平台对于金
融信息保护的技术均已具
备， 人脸识别等最新技术

更新也及时， 只需给予应
有的关注， 这一点应当说
目前大部分平台已经达
标。在这样的背景下，平台
对于用户个人信息的保护
意愿及技巧就显得很重
要， 因为这决定了用户对
于平台的信任， 而信任是
影响用户使用意愿的强有
力因素。 不管正规金融机
构还是周边“山寨” 服务
商， 只有在消费者授权下
才能使用其信息。 现阶段
法律规制的着眼点应当集
中于最后的“信息利用”环
节， 警醒金融机构的保密
义务， 乃是现有大数据背
景下改变金融信息保护现
状失衡之必要之举。 ①2

世相评弹

南都论坛

暖新闻刷屏
□朱振华

近日，来自江西万安的
一组照片在朋友圈里刷屏
了： 一位医生跪在手术台
前，挺直腰，神情专注地为
一名患者做着手术。许多网
友为此点赞留言：跪着做手
术，这位医生很暖心。

其实， 细心的读者不
难发现， 如今在众多媒体

上，传播正能量、点赞真善
美的新闻报道很多。 这些
暖新闻把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解读与百姓切身
的生活状况相衔接， 对人
性、情感、世事等日常生活
进行呈现， 借助新闻语言
把个人话语与国家话语相
联接， 将个体生活的经历
与国家政治经济的变迁、
国家话语的传播相联接，
从而引发群众们的情感共
鸣， 形成客观真实上的人
性升温。

暖新闻就是用人性之
美温暖社会， 是对社会需
要的满足。 对于被报道者

而言， 媒体以报道好人好
事的方式回馈善行， 不仅
是给予这些普通人以荣
誉， 更是对他们善行的肯
定； 对于接触暖新闻的受
众而言， 正能量的叙事以
公众的情感体验、 人性思
考为切入点， 在一定程度
上契合了受众的接受心理
和信息需求。

暖新闻就是为时代树
标杆，为社会扬正气，弘扬
社会主旋律。 暖新闻透露
出的是充满幸福、动
力和真挚情感的正能
量的新闻， 向世人传
达温暖的主色调，诠

释了传媒人的良心和社会
责任； 建构起了认同感和
满足感， 有效地实现凝聚
社会共识。 暖新闻让人们
看到人性的本真和纯善，
也给社会带来了更多温暖
和正能量。

暖新闻， 不仅能温暖
人心， 还能感动人和帮助
人， 从而用温情为世界带
去温暖。 ①2

（作者单位：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党工委）

守护个人信息
□蒋光祥

网络虚假空间
□齐健

贵阳市民小周在某手
机 App 上卖闲置物品，有
买家拍下商品后说支付失
败。 随后，“系统”提示小周
打开链接缴纳 500 元保证
金。 付款后，对方“客服”要
求再支付 1500 元，开通假
一赔三服务……小周这才
意识到，之前的“系统”和
“客服”都是假的，自己被
骗了。

事实上，已接二连三有
网友投诉遭遇骗局，但这样

的假系统提示和假客服仍
堂而皇之地继续招摇撞骗。

人们不禁要问，假系统
提示打开外部链接，真系统
为什么没有发出警示？扫二
维码向陌生人转账，为什么
没有提醒？消费者屡屡投诉
遭遇诈骗，运营方为什么不
主动报警展开调查？问题频
发、 评分不及格的 App，为
什么还能在应用市场里正
常下载？

虚拟空间自它诞生之

日起，受到各式各样欺诈等
犯罪行为的困扰。加之虚拟
空间的特性，这些犯罪行为
更隐蔽、更难防范，也更难
追责。 正因如此，虚拟空间
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更需提
高警惕、 采取更严密的措
施，防止虚拟变虚假。

要让虚拟空间成为实
体经济的有益补充，
净化虚拟空间必须守
土有责：每一个参与
者都应严于律己、恪

守信誉； 相关企业应强化
技术防范堵住漏洞， 让假
系统、假客服无所遁形，帮
助消费者防范风险； 相关
监管部门应完善监管体
系，加大监管力度，提升监
管效率， 有效遏制各种违
法违规行为， 努力营造纯
净的网络空间。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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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卖”3D 眼镜
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官方微博就看

电影要自费购买 3D 眼镜问题发声，认为
该行为是影院将自身应当承担的服务义
务拆分开来，转嫁给消费者，加重消费者
负担，违背公平诚信，属于典型的“不平
等格式条款”，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看 3D 电影，需自备 3D 眼镜，这在国
内电影院，已基本是常态了。 观众对此有
过埋怨，但时间一长，也就习以为常。 应
该说，从有到无，易；从无到有，难。 要让
3D 眼镜成为影院标配， 关键还是要外部
施压，扭转行业风气。 比如各地市场监管
部门、消费者协会等三令五申，以通知、
约谈等形式，施加压力；有必要时可开展
执法活动，通过处罚、警告等以儆效尤。
当然，还要鼓励消费者积极维权，主动说

“不”，让消费者权益产生“杀伤力”。 ①2
（夏凡）

晨读箴言

有主见，但不固执；有烦恼，但不哀叹；
有追求，但不急躁；有成就，但不炫耀。

言语不可粗鲁,性格不可粗狂，办事不
可粗心,作风不可粗暴。 ①2

（据中华箴言网）

如果姐姐嫁不出去， 我愿意一辈子
照顾她。

———16 岁的周月莹和家人租住在河
南郑州，在一场火灾中，她带着 12 岁的
弟弟逃生时， 用仅有的一条湿毛巾捂住
了弟弟的脸部， 结果周月莹烧伤面积高
达 90%。姐弟二人接受治疗期间，看到姐
姐情绪低落，弟弟如此说道。

跟差评和扣钱相比，救人更重要。
———北京一外卖小哥徐鑫， 在送餐

途中碰到一个姑娘晕倒在路上， 学过心
肺复苏的他及时对其进行了施救， 直到
医护人员赶到后他才离开。因为救人，他
不但耽误了送餐时间， 并且送餐车也被
盗。 提及此事，徐鑫如此说道。

在线旅游数据造假是互联网时代商
业监管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简单理解就
是一个虚假广告的问题，但看似事小，实
则危害巨大。

———谈及在线旅游数据造假， 国家发
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如此
说道。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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