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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德斌
据中新网报道，近日，江

苏扬州一车主在车身贴上“公
务用车”字样被罚。车主自
称，为方便出入政府机关，自
己在淘宝网购了“公务用车”
标识。在淘宝、京东、拼多多、
苏宁易购等平台发现，确有不
少卖家售卖“公务用车”标识。
有卖家表示，“公务用车”标识
上没写任何单位，可以放心
贴。也有卖家称，私家车最好
不要贴“公务用车”标识，这只
用于公务车。但普通消费者
在 购 买 过 程 中 ，并 无 相 关
提示。

众所周知，“公务用车”标
识是专用标识，只能用于公务
车，不得用于私家车，以防鱼
目混珠，扰乱公众认知，破坏
社会秩序，影响公车监管制
度。可见，对于此类私贴、买
卖“公务用车”标识的行为，应
予以严格禁止，并依法予以处
罚。同时，电商平台亦需承担
起管理责任，对卖家违规兜售

“公务用车”标识加以清理。
“公务用车”标识是公车

改革的重要举措，通过给公车
贴标，令公车得以彰显，方便监
督管理公车使用，也便于公众
辨识公车，实现政府与社会共
同监督机制。自从实施以来，

“公务用车”标识发挥出了约束
力，使得各地公车处于公开透
明状态，在内外部监督力量的
作用下，公车私用、滥用的行为
得到有效遏制，“特权车”的负
面形象得以成功扭转。

报道中的车主给私车贴
“公务用车”标识，乃是为了方
便出入政府机关，可见其动机
不纯，仍然将公务车视为“特
权车”，想借机占点便宜。在
现实中，有类似想法的人不在
少数，他们网购、私贴“公务用
车”标识，都是为了获得一些
便利，比如交通违章、进出政
府机构、管制路段优先通行
等。甚或，还有不法分子藉此
作为犯罪工具，蒙骗普通民
众，藉此获利。

显而易见，这些违规私用
“公务用车”标识的行为，具有
很大的社会负面效应，不仅破
坏了公务车监管环境，亦容易
混淆视听，令大众误以为“李
鬼”公务车在滥用、私用，有损
政府部门形象。因此，对于此
类违规行为，不能简单处以批
评教育，应追究其冒充政府公
车、私用政府公务标识的违法
责任。

在打击需求端之外，亦要
加强供给端的管理。“公务用
车”标识的印制、销售应采取
专营制，必须由政府统一采
购、发放，严禁企业擅自印制、
销售。目前，电商平台有不少
卖家在公开销售“公务用车”
标识，不利于市场管理，会衍
生诸多问题。因此，平台要对
此类商品予以清理，要求商家
需具备相应资格，经过备案方
可上架销售，并采取实名制登
记销售，对违规者采取“零容
忍”态度。

“公务用车”标识
岂能乱贴乱卖

□ 宋宁华
这几天，一篇名为《一部手

机失窃引发的惊心动魄战争》的
帖子在网上火了。发帖人丢失
手机后和扒手彻夜“赛跑”，采取
各种防盗措施，亲历了黑产业链
背后的一系列“神操作”。偷手
机只是犯罪的开始，更让人步步
惊心的是，扒手醉翁之意不在

“手机”，而是通过手机卡获得个
人信息后，快速申请获得网络借
贷、非法牟利。

未来，这样的“步步惊心”有
望缓解，因为法律的“定心丸”呼
之欲出。今起至17日，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在北京举行，个人信息保护法草
案将在这次会议上首次提请审
议。在享受大数据时代便利的
同时，不让个人信息成为“唐僧
肉”，成为老百姓关心的现实问
题之一。

12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举行的记者会上，法工委发

言人坦言，虽然近年来我国个人
信息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但现实
生活中，随意收集、违法获取、过
度使用、非法买卖个人信息，利
用个人信息侵扰人民群众生活
安宁、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
财产安全等问题仍十分突出。

环顾四周，几乎每个人都遭
遇过“信骚扰”，家有学童的被各
种培训机构电话围追堵截；刚生
完孩子，婴儿用品的推销就接踵
而至；甚至家中有人过世，各类
殡仪服务的骚扰电话也不放过。
人们在堵心、烦心的同时也纳
闷，到底是谁出卖了我的信息？

尽管相关部门和企业不断
加大防范力度，但近年来，个人
信息泄露的犯罪手段不断升级
换代，几乎成为一种社会公害。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
我国43.6%的网民过去半年上网
过程中遇到过网络安全问题，其
中遭遇个人信息泄露问题占比
最高。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
有功。为此，在这次个人信息保
护法草案的审议中，最受瞩目的
就是如何发挥出立法的作用，及
时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
期待，切实保护人民的信息安
全。通过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
进一步明确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应遵循的原则，有所为有所不
为 。什 么 样 的 机 构 、企 业 能

“为”，“为”的范畴如何界定？对
于一些互联网企业、APP等过度
获取用户信息的行为，如何说

“不”？
只有通过法律完善个人信

息处理规则，建立事前防范和事
后惩戒机制，才能保障公民在个
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各项权利。
同时，通过立法强化个人信息处
理者的义务，明确个人信息保护
的监管职责，并设置严格的法律
责任，堵住“黑产业”伸向老百姓
的“黑手”。

今年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

《民法典》，表达了我国对个人信
息保护的鲜明立场；而个人信息
保护法则在这面“大旗”下，进一
步织密了个人信息保护之网。
上海市人大代表梁庆云认为，现
有法律一般只对非法获取个人
信息并获利的个人处罚，很少对
相关企业处罚。为此，立法上要
加强对企业的监管，这是保护个
人信息安全的重要源头，也有利
于整个行业自律、健康发展。

正如本文开头帖子中所述
的惊险遭遇，“黑产业”扒手们固
然是罪魁祸首，但相关企业的管
理漏洞也让扒手们有空子可钻。
随着5G时代的来临，最大的特
征就是万物互联，个人信息保护
面临重大挑战。为此，个人信息
保护法的出台迫在眉睫。在打
破信息壁垒“围墙”的同时，也需
筑起法律的“防火墙”，在个人信
息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之间取
得平衡。这是法律，也是博弈。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为此，在这次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审议中，最受瞩目的就是如何发挥出立法的作用，及时回应广大
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期待，切实保护人民的信息安全。通过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进一步明确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遵循的原则，有所为有所
不为。什么样的机构、企业能“为”，“为”的范畴如何界定？对于一些互联网企业、APP等过度获取用户信息的行为，如何说“不”？

丢了手机何时不再惴惴难安？

治理医疗骗保行为，本身就是法律题中之义。2014年4月2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对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7个法
律适用问题作出解释。其中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险
待遇的，属于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公司财物的行为。”可见，一些医疗骗保行为，是在骗取国家公共资源，骗保者理应受到刑事追责。

“骗保被判无期”具有样本意义

□ 张西流
据新华网报道，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
法院对一特大医疗保险诈骗案
公开宣判。被告人宋某、罗某等
人采取制作虚假病例、住院清
单、医疗发票等手段，骗取医疗
保险基金1800余万元，最高获无
期徒刑。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宋某是锡
林郭勒盟红十字惠民蒙医医院
的法定代表人，罗某是锡林郭勒
盟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工作人
员，二人系夫妻关系。

社会医疗保险是我国的一
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为的就是让
老百姓看得起病、住得起院。然
而，有的医疗机构、定点药店、参
保单位及个人，却打起了套取医
保资金的歪主意，尤以医疗机构
为甚。此前据媒体报道，在沈阳
一些医院，病人是演的、诊断是
假的、病房是空的……看似荒诞

可笑的“挂床骗保”闹剧背后，却
是国家医保资金大量流失的严
肃现实。特别是，内蒙古一对夫
妻利用职务之便，采取制作虚假
病例、住院清单、医疗发票等手
段，骗取医疗保险基金1800余万
元，令人震惊。

骗取医保基金行为，可以说
在各地普遍存在，在农村更为突
出。此前据媒体报道，在贵州一
些地方，医疗机构骗保，几乎成
为一种行业“潜规则”。如六盘
水市，抽查定点医疗机构135家，
存在骗保现象的有107家，高达
76.30%；在安顺市，抽查定点医
疗机构41家，骗保问题查出率达
100%。医疗机构骗保手段，更
是五花八门，令监管防不胜防。
可见，浙江出台“悬赏”举报新
政，如举报骗取医保最高奖10
万、将骗保者列入信用“黑名单”
等，显然是发挥群众监督作用的
有效措施。

骗取医保基金行为，可以说
是明目张胆，成为刺痛公众眼
球、损害社会公平的一颗“毒
瘤”。然而，医疗骗保行为，这种

“公开的秘密”，几乎都是靠记者
发现和媒体曝光，鲜见有管理部
门主动查处的案例。不可否认，
医保经办工作量剧增，医疗服务
监管点多、面广、线长，加重了核
实的难度；特别是，医疗骗保案
件频发，也暴露了现行医保制度
背后的漏洞和治理难题。换言
之，监管缺位，是导致医保资金
频遭蚕食的重要诱因，这显然更
值得有关部门反思。

事实上，治理医疗骗保行
为，本身就是法律题中之义。
2014年4月21日，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对现行刑
法和刑事诉讼法7个法律适用问
题作出解释。其中规定，“以欺
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
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

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
保险待遇的，属于刑法第266条
规定的诈骗公司财物的行为。”
可见，一些医疗骗保行为，是在
骗取国家公共资源，骗保者理应
受到刑事追责。

换言之，骗取医保基金被判
无期，具有样本意义。打击医疗
骗保“硕鼠”，须扎牢制度笼子。
首先，将骗保“入刑”，从立法层
面进行明确和规范，并制订具体
操作细则。同时，防范和打击骗
保行为，需要制度协同。社保部
门应与公安、民政、医院、社区等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密切协作，
齐抓共管，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特别是，预防和打击骗保行为，
需从细节上把关，盯牢医保金等
公共资源。比如，探索建立“黑
名单”制度，将骗保行为纳入国
家征信体系；推行举报骗保行为
的奖励制度，形成社会监督、群
防群治的合力。

绘画 王怀申 配诗 王继洋

六七块钱一瓶的指甲油、四五块钱一个的分装
盒、两三块钱一根的头绳……近年来，一些品牌连锁
的“十元店”和个人独立经营的“一元店”“两元店”不
断出现，吸引了络绎不绝的顾客进店消费。近期，上
海市药监局发布的化妆品抽检质量公告显示，名创
优品一款指甲油三氯甲烷含量超国家标准限值的
1400多倍，该公司申请复检，但经深圳市药品检验研
究院复检，结果仍不合格。据10月13日《法制日报》

品牌连锁十元店，
看似物美价更廉。
抽检质量实堪忧，
购买还需睁大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