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为
古建筑“上妆”的色彩魔法师｜三工视频｜新
360行之古建彩画工》

张金波，是一名古建彩画工，由于这份职业需要具备相

当强的美术天赋和绘画功底，相应的从业者也比较稀缺。

目前，张金波的主要工作除了包括学习、研究古建筑

彩画工艺外，更重要的是对古建筑彩画进行大众化宣传

普及。“让更多人了解古建筑彩画。”现在他还用 CAD、

Revit等作图软件对古建筑彩画进行新的探索。

（本报记者 乔然 白至洁 本报实习生 张天琦）

为古建筑“上妆”的色彩魔法师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劳动者权益小课堂｜参加了单位公费旅游
还能休年假吗？》

单位组织员工公费旅游是常见的员工福利，但参加

了公费旅游后员工还能自行休年假吗？

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形下，用人单位组织的集体旅

游，只能视为福利待遇。如公司确要以此来抵扣年假，务

必在事前就组织旅游抵扣年假和劳动者作出明确约定，

否则安排免费旅游，仍要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

（本报记者 张伟杰）

参加了单位公费旅游还能休年假吗？

乘务员旅客携手走出安家庄

此前，受京津冀地区持续强降雨影响，北京丰台至沙

城铁路发生严重水害，从乌鲁木齐发车的 Z180次列车在

7 月 30 日不断晚点，最终被扣停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安家

庄车站。车上 913名旅客和 42名乘务人员经历了洪灾威

胁、失联、食物短缺等问题。面对天灾，所有旅客、乘务人

员与安家庄的乡亲们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本报记者 曲欣悦 本报实习生 张志烽 梁宵 ）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亲历⑩｜走出安家庄》

停车10分钟收费50元，必须严惩不贷！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工小妹：停车10分钟收费50元，必须严惩
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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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一位网友发布视频称，自己一行人在青海

海西大柴旦自驾游，误入了海西银河谷某驿站。在这里

停车 10分钟，被商家按车上人数共收停车费 50元。

对旅游市场这种欺客宰客的行为，监管部门必须重

拳出击。只有罚到一些不良商家、不守规则的旅游从业

人员“肉痛”，他们才会收敛自己涸泽而渔的行为。跟工

小妹一起来看。 （本报记者 贺少成 付子晴 白至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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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黑客类犯罪的“变身”
本报评论员 吴迪

“后街经济”的烟火气藏着百姓的日常幸福

购买一次黑客攻击只需300元，却给相关

企业和网民带来重大损失；花几十元购买木

马程序即可控制指定服务器；网上存在大量

黑客工具和自动化攻击平台……据 8月 14日

《半月谈》报道，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

队了解到，去年以来，北京警方侦破黑客类案

件113起，部分案件反映出黑客犯罪手段升级

趋势，低门槛、低龄化特征越发明显——不懂

技术却也能轻易发起攻击的“黑客风云”令人

担忧。

提起黑客技术，很多人觉得颇有距离感，

其实，它们正悄悄来到我们身边。新闻中提

及的黑客指专门研究病毒木马、操作系统并

寻找漏洞，以个人意志或非法利益为出发点，

对计算机网络实施攻击的人群。黑客类犯罪

主要包括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

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侵入计算机信

息系统等，这成为涉网违法犯罪活动的典型

代表之一。

黑客攻击通常有以下几类，一是黑客技

术作为一种工具，被不法分子利用并非法获

取信息，以此作为数据资源牟利，如非法获取

公民个人信息、消费记录，企业及政府机构有

关数据之后形成数据库，向他人出售。二是

黑客技术被作为一种商品在网络上暗中交

易，供买家“无门槛、低成本”实施打击报复、

恶意攻击他人服务器。三是黑客技术被作为

“恶作剧”，成为一些能够轻易掌握或获取相

关技术人群的“玩具”，动辄入侵、控制他人服

务器。

黑客类犯罪悄然“变身”，其影响恶劣、

危害极大。黑客类犯罪正在成为电信诈骗、

网络赌博、传销等涉网犯罪的上游环节，为

这些犯罪活动提供精准目标人群和技术支

持，有媒体报道，有人利用简单的黑客技术

实现“擦身而过盗走对方包含消费记录等在

内的个人信息”；黑客攻击变得轻松容易，让

个人、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安全防范难度加

大、成本上升，还可能造成局域网络瘫痪、泄

密等后果，甚至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一些

不法分子利用黑客技术非法获取包括公民

个人信息、政府机构信息等在内的敏感数据

资源，在境外开展付费查询服务，已形成完

整的黑色产业链。

打击黑客类犯罪，是全国公安机关开展

“净网”专项行动的重要目标，也是为打击此类

新型违法犯罪活动建章立制的必然要求。高

度警惕黑客类犯罪正在变成“寻常事”，必须坚

持对新苗头、新问题“打早打小”，切断相关交

易在网络中的链条，不给其做大做强的机会。

要增强打击的针对性和专业性，提升对新型攻

击方式的识别能力，强化电子证据固定、程序

源代码分析等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等。此外，

针对当前各部门对案件管辖、法条解释、证据

规格等方面的分歧、认知偏差等问题，应及时

出台应对之策。而更直接、更有效的方式，或

许还在于及时堵住服务器安全漏洞、建立和完

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和应急反应机制，“让自

己不漏风，才不怕风吹雨打”。

互联网世界没有孤岛。一串串代码、一行

行指令，夺走的可能是我们的敏感信息；一项

技术、一种工具一旦失控，可能带来难以预料

的危害。在数字时代，人脸识别、移动支付、电

子商务等新应用、新场景不断涌现，相关行业

在数字化发展进程中的安全性问题，直接关系

着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国家信息安全。期

待有关方面高度警惕黑客犯罪低门槛化倾向，

科学研判当前的网络安全形势，采取更有效的

举措，筑牢网络安全防御体系。

黑客类犯罪正在成为电信诈
骗、网络赌博、传销等涉网犯罪的
上游环节，为这些犯罪活动提供
精准目标人群和技术支持；黑客
攻击变得轻松容易，让个人、企业
和政府机构的安全防范难度加
大、成本上升，还可能造成局域网
络瘫痪、泄密等后果，甚至给国家
安全带来威胁。

王桂霞

城市商圈是居民消费的重要平台，一些

特大型商圈甚至成为城市地标。相比之下，

商圈主街外不那么显眼的支马路，以往只能

扮演配角，在吸引消费方面没太多存在感。

如今，不少城市正探索发展“后街经济”，提升

热门商圈商业价值的外溢效应，带动商业资

源有序向支马路延伸。（见 8 月 15 日《人民日

报海外版》）

很多城市都规划有商圈，其多以雄伟的

高楼大厦、璀璨耀眼的商业综合体为主，聚集

大量中外品牌、专卖店、连锁店等，成为吸引

客流、繁荣商业的主体，其中一些还被作为城

市地标，向市民和游客推荐。然而，在宽阔马

路、高楼大厦、商场酒店之外，城市里还有密

如蛛网的街巷、琳琅满目的小店铺，这些融入

了市民日常生活，构成了不可或缺的“后街经

济”，是城市人间烟火的重要组成部分。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

挑一。很多城市大型商圈大同小异，难以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而那些背街小巷里的小

店铺、小吃店，往往藏着城市的特色与灵

魂。其中不乏身怀绝技者，犹如深藏功与名

的隐士、侠客。如果想探知某个城市的人间

烟火，触摸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了解城市

独有的风情习俗，那一定要穿街走巷，品味

“后街经济”。

如果说城市大马路是主动脉，后街小巷

便是毛细血管，二者的市场定位不一样，消费

力和消费人群也不同。“后街经济”更贴近百

姓生活，很多街巷与居民区、社区融为一体，

而应百姓日常需求，街巷里往往会衍生出餐

饮、服装、维修、美发、婴童、宠物等五花八门

的店铺，为附近居民提供便利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后街经济”往往是随机

生长、应需而生，属于典型的自发竞争市场模

式，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有鉴于此，各地不可

因一味追求表面上的整洁、靓丽而扼杀掉小

店铺的创新力、生命力，应尊重“后街经济”的

多元化、个性化，在此基础上科学规划，根据

社区状况、文化历史等，将本地文化元素融入

街巷，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后街经济”，吸引

游客观光打卡、消费购物。

受限于空间有限等条件，不少后街的基

础设施薄弱，可能存在停车难、如厕难、有安

全隐患等问题，商家经营活动亦会产生垃圾、

噪声污染等，这些都是制约“后街经济”发展

的不利因素。因此，相关方面有必要逐步实

施街巷改造工程，改善街巷公共基础设施和

环境卫生状况，消除安全隐患，为“后街经济”

发展清障。某种角度看，发展“后街经济”，为

市民和游客提供更好的消费体验，就是为城

市发展助力，为百姓幸福加分，这也是近来国

家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题中应有

之意。

缩 水

图 说G别让虚假信息
干扰医药反腐

“69平方米的房子，公摊面积竟达37平方米”——据
近日《新京报》报道，陕西西安姬女士买房“高公摊”事件
引发关注。近年来，有关房屋买卖公摊面积的争议频发，
坊间流传着多个版本的“公摊标准”，但不少专家、律师表
示，国内尚无公摊面积标准。房地产专家表示，在多个国
家地区，售房都以套内实用面积计算，按建筑面积计算已
不合时宜。

公众苦公摊面积大久矣，“取消公摊”的呼声越来越
高，这种期待需要得到充分重视和回应。可喜的是，目前
已有一些地方正在试点取消“公摊面积”，以套内面积售
房。公众对公摊面积的反感，不仅在于公摊面积过大，而
且在于一些合同中约定的公摊面积与实际公摊面积有出
入。因此，在公摊面积制度未有实质性变化前，如何加强
监督，让开发商照章办事，把合同关于公摊的相关条款和
法律要求落到实处，让购房者感受到货真价实，无疑是减
少纠纷的关键。长远看，提振购房者的信心和信任，才能
促进相关行业健康发展，实现百姓的安居乐业。

赵春青/图 弓长/文

弓长

“我发在自己社交平台上的照片，却莫名

其妙被别人‘挂厕’了，对方发表了不少贬损

我的言论，评论区里也都是对我的人身攻

击。”近日，《法治日报》聚焦“挂厕”现象——

网络上有一些当事人照片、行为或言论被网

友投稿至社交平台的“厕所号”，亦称“网络厕

所”，是二次元、追星族、游戏圈中较流行的一

类隔空喊话式账号，网友可通过后台向该账

号发送私信投稿，账号所有者再将投稿以匿

名形式发出。因投稿的匿名性，不少人将“网

络厕所”当作随意发泄情绪的地方。

通过网络公共账号匿名喊话发泄情绪不

是新现象，曾经流行的高校表白墙、吐槽树洞

都属此类。眼下的“厕所号”，网友匿名投稿

的动机或是编故事博人眼球，或是单纯发泄

负面情绪，激进、消极和偏激等是其发布内容

的共同点，其中不仅有各种“挂人”谩骂、冷嘲

热讽，甚至还包括色情、暴力等内容，“如同一

个脏乱的情绪厕所”。这种集体氛围包裹下，

形成了一种恶俗的“厕所文化”，不少网友自

称“厕妹”“厕友”，以咒骂他人为乐。

本质上说，通过“厕所号”披露他人隐私、

恶意造谣诋毁是一种网络暴力。此前一些

“挂厕”行为还引发过受害人抑郁、自残甚至

轻生。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不少“挂厕”参与

者是未成年人，投稿内容大多是对学校、同学

以及老师等的不满甚至是咒骂。长期浸淫在

“厕所文化”中，显然不利于孩子们形成正确

的三观。

“厕所号”的存在已经受到多方关注。比

如，有网友将相关引战、谩骂内容截图保存，

向有关平台举报；有公益人士免费向受害人

提供相关法律援助服务。

民法典、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都

对随意谩骂他人、侮辱他人人格、泄漏他人隐

私等行为做出了相应规制。然而，由于“网络

厕所”侵权行为的匿名性、隐蔽性强，圈子相

对封闭等原因，受害者维权时在侵权主体认

定、证据固定、损害结果评估等方面存在不小

的困难。

刚刚结束征求意见的《关于依法惩治网

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拟规

定，要“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推波助

澜者以及屡教不改者”，并从网络暴力信息监

测预警、网络暴力信息处置、保护机制等方

面，对网络暴力提出了相应的规制措施。

任何网络暴力的参与者都应付出相应代

价。眼下，清理“厕所号”最重要的是从源头

上切断相关内容发布流传的可能，平台要切

实承担起主体责任，对平台使用者的身份信

息做好前台匿名、后台实名的工作，密切监测

“网络厕所”动向，优化完善敏感词处理系统，

让违规内容丧失发布的空间和可能；司法机

关要畅通诉讼程序，及时提供有效法律救济，

必要时，对不依法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

务、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或有其他严重情

节、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当事方提起公益诉

讼，用司法手段为公众利益兜底。

在清理“厕所号”的同时，我们更应关注

那些可能被“厕所文化”毒害的青少年，加强

对青少年群体的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

帮助那些有成长困惑的孩子及时走出困境，

而非让他们孤立无援地在网上吐槽和发泄。

清除“网络厕所”，守住匿名吐槽的边界

鞠实

据央视报道，8月 15日，国家卫健委

发布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

作有关问答，其中针对近期网传“阜外医

院徐波收受贿赂高达 12亿元”“江苏常州

乳腺外科专家朱某某被抓家里共查出 1.5
亿元”等信息回应称，相关信息与目前案

件调查掌握情况严重不符，为虚假信息。

腐败为人所唾骂，医药行业事关亿

万人民的生命健康，其腐败行为危害更

大。广大基层群众苦医药腐败久矣，对

医药腐败十分敏感、痛恨。正因此，近来

开展的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行动备受舆论关注。

医药反腐利刃出鞘，让人们看到了

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以及将

反腐深入进行下去的决心，得到了包括

医疗系统以及全社会的大力支持与配

合，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然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

声音。比如，有人质疑大刀阔斧的医药

反腐将一些医疗专家都抓起来了，这会

使本就紧张的医疗资源更捉襟见肘，进

而得出医药反腐不利于医疗活动正常开

展的结论，好在这种观点已被及时纠偏。

此外，还有一种更隐藏的与医药反腐

“唱反调”的形式，即通过散布虚假的医药

反腐信息，引发舆论哗然。上述两个被辟

谣的虚假信息就属此类。这些信息在传

播过程中被描述得绘声绘色，大肆传播后

不仅会制造“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的

麻烦，还将产生更多深层危害。

比如，虚假的医药腐败信息可能误

导舆论，干扰公众对医药腐败问题的认

知，让一些人在看到医药腐败问题后，全

盘否定我国医疗建设的总体成就。这无

疑会进一步加剧医患矛盾，不利于后续

医药反腐、医疗改革的深入顺利推进。

散布虚假医药腐败信息，其动机无

论是蹭医药反腐热度、收割流量，还是别

有用心地为医药反腐制造障碍，都需要

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和严肃对待。

打击医药贪腐，目的是惩处行业内

少数害群之马，及时挤掉行业“脓疮”，还

医药行业一片净土，而非要否定整个行

业和队伍。面对此次全国范围为期一年

的医药反腐，相关方面还有许多重要的

事情要做，对任何干扰这一行动的歪心

思、歪主意等必须零容忍，为医药反腐深

入有效开展扫清障碍、铺平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