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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数据
刷掉的是信誉

人际交往应少些“功利性目的”

“人肉开盒”继续蔓延，干预要趁早

便民利企

“销量100多万件的商品只
有几百条评论，这正常吗？”网友
小安打算网购一台电子体重秤，
在检索页面选择“按销量”排序，
并在排序靠前的链接中选中一款

“销量100万+”的体重秤，该商
品却只有104条评价。

网购时，不少网友都习惯通
过查看店铺的信誉度、评分、商品
成交量以及其他网友的评价来判
断商品的好坏，进而决定是否购
买。因此，在一些网购平台，一些
商家为了获利，热衷请“水军”刷
好评、刷销量。这样的行为，看似
刷出了好看的数据，却只是虚假
的繁荣，最终害人害己。

对于消费者来说，网购本是
信任经济，可刷出来的失真数据，
导致评价系统失灵，让消费者面
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商品失去了判
断依据。这种行为不仅严重损害
广大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等
合法权益，也破坏了公平竞争的
市场秩序，最终伤害的是网络消
费的健康生态。

对于商家来说，表面上一飞
冲天的数据，实际上并不代表真
正的市场需求。如果沉迷于数据
游戏中，商家可能会对市场判断
失准，无法进行准确的库存管理
和市场预测，最终可能因库存积
压和市场策略失误而遭受经济损
失。更严重的是，电商平台对于
刷单等违规行为有着明确的惩罚
措施。一旦被平台监测到异常数
据，商家的店铺不仅会受到处罚，
严重的话还会面临商品下架、封
店的风险。而且，当下关于电商
数据造假的法律规定已经比较完
善，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
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都
明确规定不得虚构交易量，情节
严重的，还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
虚假广告罪、诈骗罪等。

信息化时代，与其沉迷“数据
游戏”，商家不如建立起长远的市
场眼光，重视消费者的实际需求
和购买体验，如此才能真正赢得
市场。 （据新华网）

一段时间以来，时常听到一些人
感叹：现在人与人交往太难了，不少
人都带着各种各样的“功利性目的”，
纯粹、简单、朴素而无功利性的交往
似乎越来越少。现实中一些人之所
以出这样那样的事，很多时候都与交
往中彼此“功利性目的”太强有关。

比如，有的人与一些领导干部交
往就是奔着对方可利用的权势、地位
和影响而来的，能够帮自己争资金、
搞项目、拿工程、做业务，或办这样那
样的事、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
人则拐弯抹角、遮遮掩掩，采取“放长
线钓大鱼”或“温水煮青蛙”的方式，
先通过小恩小惠建立起所谓的“感
情”，然后适时择机把“司马昭之心”
和盘托出；更有甚者，打从一开始就
心怀不轨，居心不良，每一次交往可

谓精心设计、步步为营，绞尽脑汁、煞
费苦心。对此，实在需要谨慎小心，
防之戒之。

“功利性目的”太强的交往，让人
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沉重、不可持
续。从这些年发生的案例看，“功利
性目的”太强的交往大都靠不住、长
不了，甚至来得快去得也快，成了来
去匆匆的“闪交”，而且这种交往潜伏
和伴随着很大风险。

古人云：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
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
方成其久远。“功利性目的”太强的交
往，说白了就是相互利用、彼此交易，
就是不怀好意、心术不正。这样的人
与你交往，往往看中的是你手中的权
力或你的人脉资源等，交往成了交
易，相处像是一次商场购物。“功利性

目的”太强的交往，涂上了权钱交易、
权权交易甚至权色交易等色彩，是人
际交往的变异和扭曲。

多些不带“功利性目的”的交往，
简单轻松、干净纯粹。“功利性目的”
太强的交往，是以功利为取向、以实
用为导向，甚至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交
往模式。倡导多些不带“功利性目
的”的交往，目的在于让人与人之间
的往来回归一种朴素自然的状态
——更注重思想的交流、心灵的碰
撞，更注重情感的交融、情绪的慰藉，
更注重关键时候搭把手、平常时候提
个醒、非常时期给把力、危难时刻扶
一把。

这种不带“功利性目的”的交往，
轻松不累、安全不怕，是清澈的、单纯
的、干净的，也是有裨益的、值得倡导

的交往。多些不带“功利性目的”的
交往，既有意义又有意思，既有趣又
有味，既安全又安心。

当然，指望人与人交往都做到无
任何目的，既不现实，又不可能，也没
必要。只要是合理的、正当的和健康
的，只要不过分、不过多，也就无可厚
非。我们要做到的是，尽可能少些、少
些、再少些带“功利性目的”的交往，而
且要有原则、有底线、有“防火墙”。

多些不带“功利性目的”的交往，
有助于让人际关系变得清清爽爽、简
简单单、干干净净、明明白白，也有助
于让人与人的交往相伴更远、相交更
深、相处更舒适。它是人与人交往的
一种境界，应该成为人际交往的价值
追求和理想模式。

（据新华网）

“人肉开盒”并没有消失。据报
道，在网络上存在一个专门从事“开
盒”的群体和圈层，它吸引了一群未成
年人的追随，并在内部形成不同的派
系和山头。他们不仅随意“开盒”他
人，在内部也可能因为矛盾而相互“开
盒”。这场“人肉开盒”混战，导致了数
千人的个人信息泄露，其中不少是未
成年人。“战火”最终从线上蔓延到了
线下，伤害波及一个个家庭。

“开盒”是一个行业黑话，即利用
黑客软件，盗取个人及家人所有信息，
以揭露、批评等名义恶意公开他人姓
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家庭住址、工
作单位、个人照片、社交账号等个人隐
私信息，煽动网民攻击谩骂。近年来，
对于“开盒挂人”现象，媒体的关注报
道，相关部门的打击治理，都在跟进。
但从这次媒体所揭露的“开盒”圈层内
部的运行状况看，对该现象的蔓延程
度及其危害性，显然仍不可低估。

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容易被煽
动，尤其是在虚拟环境和群体狂欢的
掩盖下，对自己的行为往往缺乏应有
的判断力。同时，“开盒”成为一种“报

复”工具，可能也满足了一些未成年人
“快意恩仇”的冲动。此外，一些未成
年人习惯投身“组织”来填补精神空
缺、错误地形成一些“以暴制暴”“将开
盒当做个人能力象征”的价值观，也可
能与教育上的某种缺失有关。

应该看到，“开盒挂人”的本质，实际
是“人肉搜索”的升级版。而这种行为得
以轻易达成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违规
获取个人信息还是太简单了。有圈内人
就指出，“人肉开盒”靠“内鬼”（如协警、
户籍公安、通讯公司和快递公司内部员
工等）泄露，也有通过攻击政府网站接
口，或者翻墙，利用相关软件获取个人信
息。这说明，非法泄露以及违规获取个
人信息的门槛过低，给“人肉开盒”的盛
行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加大对这类
网络暴力行为的纠偏，决不容回避筑牢
个人信息保护堤坝这一关键问题。掌握
大量个人信息的部门、平台、企业等，在
个人信息保护上的责任都应该进一步压
实。否则，当个人信息依然能够被轻易
窃取，即便没有“人肉开盒”，也可能衍生
出其他的恶行。

还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开盒挂

人”虽然主要发生在网上，但不应该仅
将之视为是一个网络秩序问题。像这
次报道就发现，这些圈子内部的争斗也
迁移到线下，甚至出现跨省蹲守、砸门
等行为，有的还与“饭圈”等联系在一
起。那么，在相应的治理打击和追责
上，也应该有更多的新思路形成合力。
像一些受害者即便报案后，也最终不了
了之，这显然助长了一些参与者的侥幸
心理。可以说，对这样一种新型的社会

“公害”，在治理和纠偏上，应该加快创
新方式方法，争取更多的主动性。

“开盒挂人”走向圈层化，内部又
发育为不同的帮派、山头，这显示了其
巨大的“生命力”，以及“繁殖”、蔓延的
速度，提醒着治理的紧迫性。要有效
遏制这种势头，需要所有相关方的共
同努力。应该看到，这样一种社会“亚
文化”的涌现，也是种种社会现实的一
面镜子，个人信息保护、未成年人关爱
和教育、网络空间治理等，都能从中找
到尚待提升的短板。因而，不能指望
对这一现象的治理能够一蹴而就。但
越是具有复杂性，越是需要尽早正
视。 （据新华网）

近年来，山东以“高效办成
一件事”改革为牵引，综合运用
流程重塑、数据赋能等方式，持
续减材料、减时限、减费用、减
环节、增便利，让更多办事企业
群众线下“只进一门”、线上“一
网通办”，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山东依托省一体化大数据
平台，推动各类数据及时汇聚，
目前企业登记、房产登记等
320 多类数据实现实时汇聚，
医保、公积金等 500 多类数据
实现次日更新，为“高效办成一
件事”落地落实提供了有力数
据支撑。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