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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经历：公务员考试刚报名，
卖“答案”的就来联系；孩子刚出生，卖奶粉的就发
来信息；新房尚未交付，就有搞装潢的来电……我
们一方面惊讶于对方神通广大，一方面却不得不
面对隐私泄露泛滥的尴尬现实。可以说，保障个
人信息安全已是互联网时代的民生刚需。

是谁让我们“裸奔”在商家与不法分子的视野
里？从源头来看，许多手机APP未经授权采集用
户信息，有些经营机构罔顾法律买卖用户数据，更

为可怕的是“内鬼”，在警方查获的犯罪嫌疑人中，
有电信公司人员，也有快递公司、银行、医院、学
校、工商局的工作人员。信息安全问题涉及面之
广、黑色产业链条之长，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
轮”。网络社会带给人们更多方便与快捷，但如果这
个社会缺失信息安全，人们怎敢放心在电子银行存转
财富？何以放心在网购时写下实名地址？安全感少
一分，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可能就会少十分。一个国
家的网络安全掌控能力，既体现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护航上，也同样反映在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上。

个人信息安全，尤其是网络时代的个人信

息如何保护，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新课
题。事实上，我国也在积极迎接这场挑战。从
顶层设计看，中央在 2014 年就成立了网络安全
与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加强个人数据保护，
严厉打击非法泄露和出卖个人数据行为”亦写
入“十三五”规划纲要；从法治层面讲，泄露个人
信息的行为已经入刑，相关部委也出台了不少
保护政策与法规，司法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可
以说，个人信息的“安全堡垒”正在逐步加固。

当然，与现实的安全风险、公众的满意程度
比，这种“加固”还需要提速增效。这就包括，加快
相关法律条例的研究跟进、系统配套，加强相关部

门的“握指成拳”协调共治，进一步明确运营商、银
行、电商等的权责，提高对信息泄密者的处罚成
本。可以说，今天，要解决好个人信息的安全漏
洞，已非简单“打补丁”就能堵上，亟须系统整顿、
源头治理。

维护个人信息安全是场持久战，也是场前所
未有的遭遇战。美国也曾发生过约 1.91亿选民
个人信息外泄，英国巴克莱银行曾有数万客户的
个人资料被盗。网络犯罪的“进化”程度，有时会
超过法律法规的制定速度。从技术上寻求防护
对策，在理念上提高网民安全意识，多方用力、立
体防护，才能打赢个人信息安全保卫战。

以法律的不断进步回应民生“刚需”

□本报记者 毛锴彦

当公民的身份证号码、银行账户、
网上购物记录、酒店住宿、聊天记录、
网约车轨迹等信息，公然在网上贩卖
时，依靠个人信息进行点对点的“精准
诈骗”就让人防不胜防。如何全面打
击非法软件设计、黑客侵入，推动公民
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构筑个人信息
防火墙，不但是群众关心的热点，也成
为今年全国两会的热题。那么作为一
名普通公民，日常个人信息保护究竟
要注意哪些方面？如何有效防范个人
信息泄露？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车票二维码隐藏重要信息，
个人保护意识需增强

近日，记者在呼市火车站的出

站口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不少旅客
将用过的火车票随意丢弃。在他们
看来，火车票上的身份证号码并不
完整，即使被人捡到也没有关系，而
据铁路公安民警介绍，就是这小小
的一张火车票，很可能将旅客的所
有信息完全暴露，威胁到旅客的生
命财产安全。

记者从包头铁路公安处了解到，
如果在以前，车票不涉及个人信息安
全问题，旅客将车票随意丢弃没什么
大问题。但如今火车票实名制以后，
在车票右下角，有一个正方形的二维
码。这个小正方形里隐藏着旅客的重
要信息，包括火车票号、开车时间以及
身份证号、联系电话等完整信息。如
果火车票落入心术不正的人手里，很
有可能通过车票找到购票人的个人信
息。

包头铁路警方提醒广大旅客：实
名制购票后，用过的火车票不可随意
丢弃，建议大家带回家妥善保管。如
果要丢弃火车票，应将个人信息和二
维码彻底撕毁，或者用笔将二维码涂
黑，车票的个人信息安全是可以保障
的。另外，如今不少网友喜欢随手拍
火车票，上传到微博等网络社交媒体，
晒一晒自己的行程。在网上晒火车票
时，也千万记得要将二维码打上马赛
克。

“个人信息保护”被写入民
法总则草案

记者近日从人民网看到一则消息
称：利用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个人信
息实施诈骗，是近年来随着网络快速
发展而出现的新型犯罪行为。有资料
显示，从2015年下半年到2016年上

半年的一年间，我国网民因垃圾信息、
诈骗信息、个人信息泄露等遭受的经
济损失高达915亿元。这说明，当前
公民个人信息遭受侵害的程度以及所
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令人触目惊心。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今年两会提
交的建议是，加快法制建设步伐，加强
大数据环境下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具
体为，一是强化政府管理与推动社会
共治并行。由政府牵头搭建具有公信
力的第三方合作平台，通讯、金融、互
联网等行业发挥各自优势，共享整合
安全能力，推动社会共治的全新模式，
有效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二是加大打击力度与加快法制建
设并行。对侵犯个人信息、电信网络
诈骗等新型网络犯罪持续加大打击力
度，尤其要针对非法获取大量数据信

息的黑客人员、内外勾结权力寻租的
数据管理人员从严从重处理，形成强
大的震慑力；同时，加快法制建设步
伐，推进法律适用和落实执行等配套
机制，切实提升犯罪成本，使个人信息
安全的法律保护形成闭环。

今年的全国人大十二届五次会
议审议了民法总则草案，这个草案
在民事权利章节，增设了“个人信息
保护”条款，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个
人信息受法律保护”。这就意味着，

“个人信息保护”已被作为民事权利
写入法律。而去年11月 7日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亮
点之一，就是对个人信息进行了界
定，并明确了网络运营者针对个人
信息侵权的法律责任。

内蒙古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徐宏
说：“很显然，保护好公民的个人信息

已经被明确上升到国家高度。网络安
全法的出台，拓展了个人信息保护的
范围，明确了网络运营商依法收集使
用个人信息必须确保个人信息安全的
义务。但是，为了让网络安全法落地
有声，能够更有效地保护个人信息安
全，相关配套细则还需要进一步完
善。”

徐宏说：“不单单只是网络服务商
对个人信息进行收集和使用，在我们
的日常生活中，使用个人信息的地方
还有很多，比如银行、医院、学校、快递
公司等，这些单位在使用公民个人信
息时如何确保安全，相关部门也应该
出台配套细则。通过规范公民个人信
息收集的行为并强化监管，防止内部
员工为牟利倒卖或不慎泄露他人个人
信息，用完善的法律编织好牢固的公
民个人信息保护网。”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无法在工作
日回家给孩子做饭，学校周边的一些“小
饭桌”就成了大家的首选，但目前的各类

“小饭桌”质量参差不齐。为了加强对学
生“小饭桌”食品安全的管理，从 2017年
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全市学生

“小饭桌”实行备案管理制度。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颁发了全市首张学生“小
饭桌”食品安全备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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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斯源

随着城市民众工作生活节奏的加
快，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再加上路程
远、午休时间短等原因，以提供午饭午休
为主要服务内容的校外“小饭桌”连年升
温。然而，“小饭桌”也出现了一些不容
忽视的问题，比如，无证经营，卫生环境
差，从业者素质不高等等。

其实，每年中小学开学初，教育部
门和学校都会强调校外“小饭桌”的安
全等方面的问题，但因为学生家长有切
实需要，“小饭桌”屡禁不止。特别是由
于“小饭桌”目前还属于“新生事物”，对
其监管涉及工商、消防、教育、食药监等
多个部门，没有相关法律依据和相关部
门明确规定“谁来管”“怎样管”等问题，
即便是检查，也是各部门仅仅负责自身
的那一块，有些部门要么抱观望心态，
要么不怎么去管或者干脆不管。致使

“小饭桌”监管成真空，乱象丛生，也出
现“查处难”。

据了解，呼和浩特市取得学生“小饭
桌”食品安全备案证的经营者必须在备
案证上签字，承诺为学生提供放心食品，
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明上岗；不采购
和使用过期变质、有毒有害、来源不合法
的原料和食品；不添加非食用物质，不超
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不掺杂使
假，不以次充好，不生产经营假冒伪劣食
品。对于这样的举措，笔者举双手支持，
因为这样一个政策，不仅仅是在规范我
们面前鳞次栉比的小饭桌，更是为广大
家长吃了一剂放心药。

当然，笔者以为，除此举措之外，我
们的相关部门还要加大宣传力度，引导
家长为孩子选择正规的“小饭桌”，而“小
饭桌”监管各职能部门也要联合起来，

“各司其责”，监管“常态发力”，加大力度
整治不合规范的“小饭桌”。

对“小饭桌”备案
家长孩子都放心

据呼市保合少镇古路板村第二
代舞龙传承人卜有良介绍，古路板村
依蟠龙山而建，史书记载，大青山被
称为青龙，而龙头正好是古路板村村
后的蟠龙山。从清朝乾隆年间到光
绪年间，每年的二月初二古路板村便
开始盛行耍龙灯的龙灯节，一直流传
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龙灯最好看的要数龙头，在古
路板村，一直传承着手工制作龙头
的风俗。从龙头骨架的搭建，到龙
头花的制作，再到龙鳞的镶嵌，一点
一滴都由村民完成。一个龙头的制
作，需要4名师傅花5天的时间。最

近笔者在该村看到，龙头的基本形
状已经完成，龙眼、龙鳞也已就绪，
就差龙头花、龙须等一些小细节
了。别小看这些细节，整个龙头都
靠它们点缀呢。古路板村的龙头很
别致，最大的特点就是头大尾小，由
各色各样的纸糊制而成。

参与制作龙头已有30年经验的
卜满良师傅今年61岁了。卜满良一
边摆龙须，一边讲起了制作龙头的
大致工序。“最开始是用竹子和麻扎
成龙头的轮廓。”卜满良说，骨架制
作好后，便开始装扮了。古路板村
的龙头是青龙，所以龙头的主体用

的是黑色和蓝色，制作完成一个龙
头的重量有80多斤重。龙鳞是由其
他制作者画上去的，龙节处插放着
自己用山羊油和石蜡按比例制作的
蜡烛。据介绍，这样的设计在晚上
舞龙时会很有立体感，更加栩栩如
生。

龙灯节通常是从二月初一开
始，举办 3 天，到二月初四午夜结
束。龙灯节的项目包括游九曲、唱
大戏、扭秧歌、赏灯山等。人们通过
龙灯节的舞龙活动祈祷人寿年丰、
四季平安、五谷丰登。如今，古路板
村“二月二龙灯节”已经入选呼和浩

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内
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了解，卜有良在古路板村一
带小有名气，他参与制龙已有27年
的经验，并拜师非物质文化遗产舞
龙传人卜柱柱和张月顺，如今已经
54岁的卜有良也开始培养传承人。

“最难得的是，卜有良培养的传
承人是师父张月顺的儿子张良珍。
张良珍也是子承父业，相信一代代
龙头制作技艺传承人会让这项民间
艺术得到传承。”新城区文化协会秘
书长、民俗学者高金贵介绍说。

（苏日娜）

卜有良：不会让“龙头”制作技艺在古路板失传！

编辑你好：
可能大家还依稀记得2016年8月份，山东临沂刚考上大学的徐玉玉，本来要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整个家庭因为她考上了大学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希望。可是一群可恶的骗子骗

走了家人为她攒下的9900元学费。两天后徐玉玉不堪打击，含恨离世。之后相继又爆出了“清华大学老师被冒充公检执法骗走1760万元”，“深圳老人被骗1156万元”等事件，一时间
让网络个人信息安全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成为全民讨论的热点。

就在近日，我在某网站购买了报名参加职称英语考试的用书，报名第二天，我就收到了铺天盖地的短信和电话。这些短信电话都在兜售今年职称英语考试“真题”和答案，一天之
内多达10几次。虽然这部分人并没有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活动，但个人信息被泄露、甩卖行为不能再肆无忌惮了。

呼和浩特市读者：白晨

记者调查

图观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再一次上升到国家高度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再一次上升到国家高度

五原县贷款新政助力春耕备耕

今年，五原县农商银行把农户贷款额
度从原来的2万元至20万元，提高到了7
万元至30万元，还降低贷款利率，由原来
的1分5厘，下降到9.86厘，平均单笔贷款
减息640元。贷款总额也有了大幅提高，
从2016年的14亿元，上调到25亿元，增
加11亿元。

目前，五原县已有 9个乡镇、128 个
行政村共31423户农户通过县域贷款新
政申请了春耕备耕贷款，全县已投放春
耕备耕贷款22.8亿元，到3月底，还将有
2 到 3 亿元春耕备耕贷款陆续投放，届
时，贷款新政将覆盖五原县超过 95%的
农户。 （祁冬）

搂发菜破坏草场，该抓！

日前，苏尼特右旗森林公安局赛汉乌
力吉派出所接到牧民举报电话称：有两辆
车在他们那儿的草场上搂发菜。当地森
林公安立即组织警力，在嫌疑人必经之路
进行堵卡拦截。凌晨4时许，成功将嫌疑
人的2辆车拦截，并将车上的9人控制，且
在车辆后备箱内查获装发菜的编织袋及
采集发菜工具耙子、照明灯以及违法采集
的发菜等。

发菜因其名与“发财”谐音而身价陡
增。受利益驱使，许多人违法采集发菜，
给西部地区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毁
灭性破坏。采集发菜也成为中国沙尘暴
的主要原因之一。早在2000年，国务院
就下发了禁止采集和销售发菜的通知，内
蒙古、宁夏、甘肃等地也都发出相应通告，
公开的发菜市场已取缔。 （孙智广）

近日，包头市
边防支队与包头
市图书馆、市农牧
局等8家单位组成
科技文化下乡小
分队，他们来到达
茂旗呼格吉乐图
嘎查，为牧民送去
科技、医疗图书并
举办养殖技术讲
座。图为农牧局
专家现场为牧民
讲解肉羊日常养
殖的注意事项。

本报记者
毛锴彦 摄

科技服务
入牧户

呼伦贝尔草原文化旅游业进一步升
温，新左旗越来越多的牧民靠开办民族传
统手工艺品店来提高收入。图为新巴尔
虎左旗甘珠尔苏木巴音塔拉嘎查牧民道
日娜在展示自己的手工艺品。去年她家
靠旅游和销售民族手工艺品增收 5 万多
元。 青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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