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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App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应用，每个人的智能
手机中都安装了各类App，这固然
使我们的生活更方便、娱乐更丰富、
阅读更便捷。如影随形的问题是，手
机App过度收集用户个人信息，加
大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中消协近期对100款手机App
进行检测，发现有59款涉嫌过度收
集“位置信息”，28款涉嫌过度收集

“通讯录信息”，23款涉嫌过度收集
“身份信息”，22款涉嫌过度收集“手
机号码”。在隐私政策方面，有47款
隐私内容不达标。不少手机App都

存在过度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的偏好，
早已不是新闻，由这个“潘多拉盒子”
释放出来的个人信息买卖、电话短信
骚扰、电信诈骗等现象，需要高度重
视。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用户个人
信息是互联网大数据的重要来源，互
联网要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要进
步，适当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是
不可避免的，否则谈何AI？问题是，
许多手机App对用户个人信息的收
集，一方面采取“宁可杀错，不可放
过”的态度，过度收集；另一方面又存
在“牛栏关猫”现象，导致用户个人信

息泄露，给用户带来不必要的困扰乃
至损失。对此，我们不禁要问，谁来
对手机App过度收集个人信息说
不？靠企业自律基本没戏，用户数据
是互联网的核心资源，他们不会轻易
放手，更多应该靠外部治理。

行政手段之外，根本还在于立法
与司法。诸多手机App开发商、提
供者之所以过度收集用户个人信息，
又不重视保护，部分原因在于法律不
够健全、执法不够硬——我国对公民
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始终是依附在
隐私、网络安全等领域，尚未形成法
定的独立权利，且大多是概括性、原

则性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因此，
有必要加快专门立法进程，让个人信
息保护步入法治化轨道。司法实践
方面，由于手机App过度收集用户
个人信息的受害者比较分散，且个人
维权成本较高，极少出现用户个人提
起诉讼。解决之道可以考虑由消协
出面，替消费者维权，或者引入公益
诉讼，解决个人诉讼成本高、性价比
低的矛盾。

企业自律、行政监管、司法保护、
用户自觉……多方共建共治，公众才
能享手机App之利、避过度收集个
人信息之害。 （据新华网）

谁来对App过度
收集个人信息说不

合作社是零散村民以抱团
形式发展规模现代农业、连接市
场的有效载体，成为不少地方脱
贫致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但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部分
地方为应付考核、套取补贴，盲
目大办合作社，大量合作社沦为
空壳合作社。

门槛低、虚报多、乱凑数
……本应抱团发展形成合力的
合作社，竟成为一些政府部门的
面子工程。空壳合作社“奏”不
出乡村振兴曲，不仅无法让农民
从中受益，更不利于农村长远发
展。合作社应注重“提质增效”，
对于盈利能力不足的合作社，要
不断提升造血功能，在完善利益
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上下功
夫。对于钻扶持政策漏洞，套取
国家补贴者，则应严厉打击，全
面整治。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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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95后金钱观不必太焦虑
随着90后正成为社会消费主力

军，许多95后们也开始步入职场，实现
经济独立。然而，由于消费观念上的
代际差异，很多95后都被打上了“不节
俭”“乱花钱”等刻板标签。最近，在中
国新闻网关于“95后金钱观”所做的一
次街头采访中，我们发现，这样的标签
在很多95后看来，可并不走心。

毕竟，今时不同往日。以前，消费
选择不多，走进商场，除了一些生活用
品，也的确没有太多可买的物件。现
在，且不说商场货架上琳琅满目，只需
打开手机，想买什么、要什么，不论是

好吃好玩的，还是好看的，翻上一整
天，都浏览不完。之所以被认为“乱花
钱”，还不是因为选择变多了，花钱的
地方也就“水涨船高”。

而除了供给丰富以外，需求上的
变化可能更加明显。很多时候，父母
对于95后们的消费动机显然都不太
理解，在他们眼里，明明没有多大用处
的东西，怎么就要花那么多钱把它买
来。像几千块买一副耳机、买一把吉
他的事情，肯定要等着被父母说教一
番。换位思考，现在年轻人可不会满
足于单调的生活，品质要好，趣味要

足，没事的时候玩玩音乐、摄影，那不
是爱好，而是生活“必需”。这钱不花，
赚钱何用？

所以说，“不节俭”也好、“乱花钱”
也罢，说到底是消费习惯的差异使然。
不同的时代里，商品在变，需求在变。
如果一味地用“老眼光”看待“新现象”，
当然会产生刻板印象。其实，年轻人不
傻，也不是不知道精打细算，在一些父
母看不到的地方，他们也在为未来的生
活努力奋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
方式，对于95后们的“金钱观”，大可不
必过分焦虑。 （据新华网）

公安部近日出台深化治
安管理“放管服”改革便民利
民6项18条措施，其中包括
居民身份证相片“多拍优选”
服务，群众如果对拍摄的居
民身份证相片不满意，可以
申请重新拍照3次，从中优
选满意相片。

消息一出，网上一片欢
腾。此举契合了群众希望
身份证相片效果更美更好
的现实需求，值得点赞。身
份证是每个人生活的必需，
是被他人和社会认识的凭
证。但一度以来，身份证照
的“颜值低”“一拍了之”在
群众中广受诟病。有媒体
调查发现，52.3%的受访者
对自己身份证上的照片不
满意。有人觉得相片太丑，
不愿示人、羞于展示。也有
人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差
距太大，在使用过程中遇到
了很多麻烦。

事实上，“多拍优选”，美
的不只是居民身份证上的头
像，也提升了群众办事满意
度，更优化了政府形象。它
反映了政府部门服务理念的
转变，展示了“放管服”改革
的实在效果，体现了对民意
的尊重。

当然，点赞的同时也要
给相关部门提个醒：后续还
需在完善措施细节、优化服
务环境上进一步下功夫，切
实优化业务流程，增强办事
人员服务意识，让办证群众
发言权和选择权得到真正提
升，既把照片拍“美”了，也把
好事办好办实了。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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