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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大病求助平台如何破解“信任”难题

□ 胡建兵
据央广网报道，11月6日，全

国首例因网络个人大病求助引
发的纠纷在北京朝阳法院一审
宣判，法院认定筹款发起人莫先
生隐瞒名下财产和其他社会救
助，违反约定用途将筹集款项挪
作他用，构成违约，一审判令莫
先生全额返还筹款153136元并
支付相应利息。法院同时向民
政部等发送司法建议，建议推进
相关立法，切实加强爱心筹款的
资金监督管理和使用。

网络筹款本意是帮助生活
困难的人渡过难关，给看不起病
的大病患者提供“救命钱”。而
一些人利用网友的不知情钻空
子，进行虚假募款。有人生了大
病，但不等于有病都能进行网上
募款，而是要看家庭的经济状
况、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如果
确实没有钱看病，又不能得到亲
友们的帮忙和资助，在实在没有

办法的情况下，通过网络募款是
可以的。

莫某的儿子出生后，身患一
种名为威斯科特-奥尔德里奇综
合征的重病。2018年4月，莫某
在他自己暂时有经济能力为儿
子治病的情况下，却隐瞒个人名
下财产，糊弄平台和网友，在水
滴筹发起了筹款。谎称“自己为
了给儿子看病，已经花光了家里
的全部积蓄，欠下了20多万的外
债，医生说要做好长期的治疗准
备，后续至少要40万元左右的治
疗费用，但我们家就是工薪家
庭，我和妻子的工资根本不足以
支付孩子的治疗费用……”

但事实上莫某不但是个拆
迁户，家里有房，还有店面出租，
其名下还有车辆等，另外，其妻
子许女士名下也有不少财产，并
不存在借钱的情况，是有能力解
决儿子医疗费问题的。实际上，
莫某在通过编造谎言骗取别人

的爱心，募集到15万多元的款项
后，将这些钱挪作它用，这是极
不道德的。要不是他的妻子向
水滴筹款平台举报，可能让其蒙
混过关。

这一“首例网络个人大病求
助案”，最后法院判令莫某全额
返还筹款153136元并支付相应
利息。该案也给有关部门发出
了警示。出现这样的问题，与水
滴筹平台把关不严有一定的关
系。水滴筹的审查机制相对滞
后，未尽到严格形式审查义务，
未妥善履行严格监督义务，存在
审查瑕疵。水滴筹借助熟人社
交网络验证，在筹款的整个过程
进行风险控制。

也就是说，有人要通过水滴
筹募款，只要递交求助人的身份
证明材料、病情证明材料等相关
材料，通过平台初步审核之后就
可以通过平台开始募款。但要
提取募集到的款项，则需要经过

社交网络的监督验证、提现公示
验证等环节。这就让一些居心
不良的人有空子可钻。

试想，如果不是莫某的妻子掌
握到莫某的真实情况，向水滴筹款
平台举报，有谁会发现莫某隐瞒个
人名下财产的真实情况呢？这也
说明有关网络筹款的机制还存在
着缺陷。正如法院向民政部等发
送司法建议，建议推进相关立法、
加强行业自律，建立网络筹集资金
分账管理及公示制度、第三方托管
监督制度、医疗机构资金双向流转
机制等，切实加强爱心筹款的资金
监督管理和使用。

莫某隐瞒个人名下财产以
大病治疗为名进行筹款，是对民
众感情的欺骗，是拿民众的善心
开玩笑。因此，对于莫某的行
为，不能只让其退还募款了事，
在社会各界对其进行谴责的同
时，也应该将其列入社会信用

“黑名单”。

出现这样的问题，与水滴筹平台把关不严有一定的关系。水滴筹借助熟人社交网络验证，应在筹款的整个过程进行风
险控制。此外，莫某隐瞒个人名下财产以大病治疗为名进行筹款，是对民众感情的欺骗，是拿民众的善心开玩笑。因此，对
于莫某的行为，不能只让其退还募款了事，在社会各界对其进行谴责的同时，也应该将其列入社会信用“黑名单”。

快递受损理赔
是怎样的骗局？

□ 黄齐超
据《重庆晨报》报道，家住

九龙坡谢家湾的女孩小岳(化
名)不久前通过一家快递公司
在网上下单给朋友邮寄物品。
快递寄出后三天，也就是10月
28日，小岳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是快递公司的工作人
员，告知小岳她的快递运输途
中出现破损，需要理赔。对方
准确说出了快递订单号码和收
件人的名字、电话及收货地址，
小岳对此深信不疑，按对方的
介绍一步步操作，包括扫描二
维码，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等。
然后，她卡里的钱就被转走了。

不能扫来路不明的二维
码，否则，就有上当受骗的可能，
或者被植入网络病毒，这几乎
是常识。可是，小岳偏偏犯了
这样的禁忌，才导致自己银行
卡内的9000元钱被悉数转走，等
她恍然大悟时，已经晚了。现
在，小岳陷入无比的自责中。

小岳上当受骗，固然有自
己掉以轻心的缘故。不过，反
过来想想，骗子设计的情境太
逼真了，他准确地说出了快递
订单号码和收件人的名字、电
话及收货地址，不由人不信
啊。再者，小岳的快件刚刚发
出去三天，骗子说快件破损，
启动理赔程序，时间上正好对
接。如果没有这些因素，比如
小岳没有寄快件，或者对方没
有说对快件的细节信息，小岳
哪里会放弃警惕？

骗子准确地掌握了小岳
的快件信息，这一点都不奇
怪。现实中，随便去一家快递
点取件、发件，就可以轻松地
获取邮件人的信息，乃至姓
名、住址、手机号等信息。毕
竟，基层快递点没有严格的取
件制度，接到取件通知后，收
件人就可以赶到快递接收点
取件。大多时候，快递点的负
责人不亲自找件，取件人自己
去货架上翻找、扒看；这个过
程中，如果某些人有心地去记
录其他人的快件信息，快件人
的隐私不被泄露才怪呢？

大家知道，为了确保客户的
信息隐私不被泄露，快递企业也
做了很大的努力，最显著的措施
是私密面单。私密面单上不显
示寄件人与收件人的姓名、住
址、电话等信息，上面只有加密
代码，快递小哥扫码后，就能联
系上收件人，完成投送。很显
然，隐私面单有效地保护了客户
的因素。可是，隐私面单的应用
并不广泛，特别是农村网购的消
费者，保护隐私的理念不强，隐
私面单没有全面普及。

小岳因“快件理赔”受骗，
这与骗子的“完美”铺垫有密
切的关联，若没有快递信息的
准确对接，小岳哪里会受骗
呢？从这个角度看，说信息泄
露是骗局成功的助推器，一点
都不为过。由此，快递企业应
再次反思客户的信息保护，特
别是基层快递点，如果没有普
及隐私面单，那就建立严格的
取件制度吧。

绘画 陶小莫 配诗 王继洋

要珍惜还在坚持入户家访的老师

□ 宋鹏伟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近日，

一条福州市教育局公开回复家长
疑问的帖文，在网上引发众多网
友关注和讨论。家长发帖问：学
校为何放着电话、微信等通讯便
捷的方式不用，反而安排入户家
访，并直指入户家访“耗时”“没必
要”，质疑这是一种形式主义。对
此，11月4日，福州市教育局通过

“福州市12345便民（惠企）服务平
台”公开回复称，入户家访并未过
时，它是老师和家长之间“最直
接、最有温度的沟通方式”。

面对老师的入户家访，非但
不感激，还质疑是形式主义，这
样的家长的确罕见。其实，这也
正好反证出家访的必要性———
对待同一件事，老师和家长的看
法可能迥然不同，出于为了孩子

更好的共同目的，达成共识是有
必要的。

家访是个具有时代印记的
词汇，90后及以下的年轻人可能
感到陌生。无论好坏，这种曾经
普及的家校沟通方式，现在已经
越来越少了，只有少数学校和老
师还在坚持。一方面，必要性比
过去降低，确是不争的事实。电
话、微信等沟通工具的普及，使
得家校沟通方式多样，而且更及
时、更立体。图片、语音、视频，
孩子的在校情况和在家情况，沟
通效率已经大大提高；另一方
面，既然不是教育部门的硬性任
务，加上没有资金支持和鼓励，
多数老师也不愿意去家访。更
何况，还有很多家长不愿配合，
或者过度配合，家访也未必能掌
握真实情况。

然而，家访的作用和优势却
无法被新型通讯工具完全取代。
首先，家访是对学生情况的全方
位了解。孩子的家庭情况、父母
的文化水平和教育方式，可以通
过家访直观感受到，老师可以对
孩子的性格成因、习惯特点有一
个清晰了解；其次，家访是难得
的一对一沟通渠道。虽然现在
加个微信也可以聊，但毕竟时间
有限，多局限于一事一问，能够
和老师坐下来相互沟通、解疑释
惑，其实是很奢侈的事情；最后，
家访有其独特的温度。老师不
再是居高临下的指挥者，平等的
姿态更有利于深入沟通，而孩子
也可以从中感受到老师对自己
的关注和爱护，从而留下难忘的
记忆，进而增进师生关系。以上
这些，对留守儿童家庭和一些特

殊家庭而言，尤其重要，甚至可
能因为家访而改变孩子的一生。

如何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
该不该给孩子报某些辅导班、老
师的教育方式有哪些可改进之
处……家访无异于是老师对家
庭教育的亲临指导，更着力于教
育方法、性格培养和潜力激发，
可以更好地让因材施教得以实
现，对老师和家长都有必要。

人们常说，教育是让“一棵
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
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
魂”，孩子们需要真正走进他们
内心的老师，因此，那些主动坚
持入户家访的老师需要家长们
珍惜，更需要有关部门和学校从
制度待遇上予以保障，让他们的
付出得到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人们常说，教育是让“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孩子们需要真正走进
他们内心的老师，因此，那些主动坚持入户家访的老师需要家长们珍惜，更需要有关部门和学校从制度待遇上予以保障，
让他们的付出得到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犬只”被写成“犬值”、“饲养犬只”被写为
“思想全职”、“犬只排泄物”被写成“大只排泄
物”，“宰杀”变成了“幸杀”，“注销手续”被写成

“注铺手续”，“防疫合格证”被写成“防信合格
证”……近期，有市民反映，张贴在安康城区西
井街落款为汉滨区政府的一则加强犬类管理的
通告竟然出现错别字、语法和标点错误等20余
处“低级错误”，被广泛热议并被媒体曝光。

据11月6日中新网

犬类管理下通告，错字连篇成笑料。
政府信誉被抹黑，监管还应睁眼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