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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这事儿
还是让大家“用脚投票”吧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谁让我们成了“透明人”
你几乎所有的隐私信息，包括开房记录、名

下资产、乘坐航班，还有四大银行存款记录，手
机实时定位、手机通话记录，甚至网吧上网记录
等，值多少钱？

700元。是的，近日，《南方都市报》记者在
网上只花了 700 元，就买到了其同事超过 10 种
记录的个人隐私信息。

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的问题，大家都有
所了解——谁还没接到过几个推销的骚扰电
话？可是，真没想到竟至如此吓人的地步：一
来，精确到秒的开房记录，甚至能查到同住人，
手机定位经纬度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这些东
西不需要高额代价也不需要大费周章，上网就
能买到；二来，竟然有第三方软件为这样的服务
提供担保，整个交易已跃升到“平台化”的地步。

现实生活中可能造成个人信息泄露的环节
的确越来越多，不管个人简历、银行开户、参加
培训、办会员卡、买房买车，还是出行、看病、网
购……诸类个人信息，只要你在某些场合不经
意地说出口、填进了表，就都有可能泄露。

最可恨也最可怕的，自然是公民信息泄露
的源头。

在大数据时代，一个人如果不提供足够的
信息，出门办事自然会受阻。不过，有一些问题
值得思考。比如，办理某些业务，确须采集相关
信息，但这个采集的边界在哪里，哪些个人信息
被不必要地采集了？再者，信息被采集后，不管
是权力部门还是商业机构，有没有合理而严格
的制度管控，确保这些信息不被非法利用？

在实际生活中，一旦公民信息遭泄露，看
似很多单位、很多环节都有问题，都需要负
责，事实上却鲜有人为此负责，苦果只有当事
人自己吞。

立法的滞后可能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事实上，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体系中，是有不

少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条款的。问题在于，这些
条款散布各处，实际操作起来不易。比如，侵权
责任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仅停留在原则层面，
缺乏操作细则，对侵权责任人则缺乏明确的制
裁规定。再如，刑法修正案(九)虽将泄露公民信
息行为入刑，但由于其防范和惩治的重点都是
出售和提供个人信息的行为，缺乏对购买公民
个人信息行为的应对。另外，大量侵害公民个
人信息的行为，达不到定罪量刑标准。

必须明确的是，在现代社会，个人信息是公
民的基本权利，必须得到保护。因此，就公民个
人信息保护方面进行专门立法，有必要。这部
法律，应当申明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重要性与
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非法性，明确相关单位与
个人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权利与义务。

解决问题，不能走“立法依赖”的路子，但该
有的规矩不可缺。

立法跟进得及时与否，不是执法漏洞大、打
击相关犯罪行为不力的借口。有人因个人信息
被泄露受了害，其个人包括公众，当然有理由要
求有个说法，甚至查出责任人。毕竟，那种“增
强防范意识”“大家都多加小心”之类的提醒，我
们说烦了，也听厌了。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那种“增强防范意识”“大家都多加小心”之类
的提醒，我们说烦了，也听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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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近日，有广西南宁
学院的学生反映称，该校自12月起
禁止任何食品的外卖派送，学校食
堂也禁止打包食物。校方表示，制
定此项规定，是因为学生经常打包
食物致使宿舍卫生状况堪忧，且外
卖食品存在安全风险，学校将长期
执行此规定。（12月12日《北京青
年报》）

如今点外卖对许多年轻人来说
已是家常便饭，而对于嘴馋、兜里又
有闲钱的大学生来说，三餐足不出
户更是寝室“宅生活”的一部分。从
这点看，学校禁止任何食品的外卖
派送，倒对这些学生的运动和社交
有利。

不过，不可否认，许多外卖在色
香味上远超大学食堂，这也是学生
们青睐外卖的关键。

大学食堂一般面临三个竞争
对手——外卖、校外摊儿、校内商
店。比拼虽包括价格、食物种类、便
捷度等各类指标，但说到底还要看
好吃与否。坦率地讲，许多大学食
堂的竞争优势仅在于“最低生活标
准”——如果你这个月的生活费所
剩无几，请到食堂果腹。

学校严禁任何食品的外卖派
送，理由比较牵强：在学生宿舍门口
的垃圾中，绝对不全是外卖食品残
余及包装；到了散发气味的地步，恐
怕也与卫生考勤制度有关。照此规
定的逻辑，岂不是男生宿舍的袜子
购买数量也要有严格限制？

无独有偶，我上大学时也经历
过类似事情。彼时学校食堂已营运
一年，奈何多半窗口的饭菜仍让人
难以下咽，加之排队情况严重，导致
大量学生每日都在校外摊儿用餐。
然而，由于类似原因，校外摊儿屡被
清理，又屡次回归。其间，食堂的生
意没见红火多少，倒是各宿舍超市
的泡面供不应求。

食堂饭菜口味不佳也就罢了，
偏偏总有“辣椒炒月饼”等“黑暗料
理”出现，这样的食堂怎能不让人
闻之色变？无论是价格还是质量，
商家吸引消费者终归要靠诚意二
字。遗憾的是，在一些学生食堂窗
口，看不到诚意，只能看到“成心”。

任何行业要想良性发展，都需
要有最起码的竞争机制，学校食堂
也不例外。遗憾的是，从小学、中学
到大学，一两家餐饮服务单位垄断
食堂的情况都不少见。一家独大的
问题，实在不用赘言。

食堂没有把饭做好的能力，学生
却有不吃的权利，这自然是无法禁止
的。换个角度看，坐拥巨大的消费群
体，生意却没有更上一层楼，才真让
人想不通。当然，似乎学校内的各种
生意，长期以来都缺乏竞争。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要求学生
都高高兴兴端起食堂餐盘的人，可
能根本不在食堂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