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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通

报，经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

检测，65 款移动应用存在违法违规收

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引发公众

担忧。

根据通报，有的 App 没有征

得用户同意，就开始收集个人信

息；有的隐私政策难以访问；有的

没有提供有效的更正、删除个人

信息及注销用户账号功能……

类似情况并不鲜见。近年

来，App 过度索取个人信息已经

成为一大顽疾。

不可否认，App 适度收集个

人 信 息 ，可 以 更 精 准 地 提 供 个

性化服务、优化使用体验，但绝

不能超出相应的业务范围，攫取用户

隐私终将玩火自焚。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

法等法律法规，对个人信息收集、使

用等行为划出红线，有关部门依法依

规开展行动，部分 App 因侵害个人信

息权益而被查处。这些不良 App 面

临的，不仅是罚款、停业整顿等惩罚，

更是用户信任的崩塌。此前，某网络

服务平台因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被下架，直接导致其日活用户断崖式

下跌，印证了市场规律：一旦失去隐

私敬畏，必将被市场所抛弃。

大数据时代，人人希望都能在信

息世界中保有知情、自主的权利，打开

App 时不再有被窥视的担忧。只有正

视公众权益和公共利益诉求，才能真

正得到市场的尊重。

来源：新华社

据 5 月 19 日央视报

道，最近，北京部分地铁

站 内 的 扶 梯 上 出 现 了

“ 小 脚 印 ”，地 铁 运 营 方

表 示 ，这 些“ 小 脚 印 ”旨

在 提 醒 乘 客 不 必“ 左 行

右立”，而是可以选择并

排 站 立 ，并 提 醒 乘 客 站

稳扶好。

“左行右立”曾被视

为 城 市 文 明 的 标 志 ，在

快 节 奏 的 城 市 生 活 中 ，

市 民 在 扶 梯 右 侧 站 立 ，

将左侧通道留给赶时间

的乘客，以期提高通行效

率，体现城市的包容与互

助。这一习惯在许多城

市广泛传播多年后，其带

来的安全隐患逐渐浮出

水 面 ，其 合 理 性 近 年 来

备受质疑。

一 方 面 ，扶 梯 设 计

的 初 衷 并 非 用 于 行 走 ，

乘 客 在 扶 梯 上 行 走 ，身

体容易失衡导致安全事

故 。 另 一 方 面 ，长 期 单

侧承重会加速扶梯机械

结 构 的 磨 损 ，导 致 梯 级

左 右 承 重 不 均 ，增 加 设

备 故 障 风 险 ，进 而 埋 下

安全隐患。

实 际 上 ，北 京 地 铁

自 2018 年 起 就 已 取 消

“ 左 行 右 立 ”的 倡 议 提

示 ，并 大 力 宣 传 引 导 乘

客 在 乘 梯 时 站 稳 扶 好 、

注 意 脚 下 安 全 。 近 年

来，上海、广州、南京、成都、香港等多

地也都不再提倡“左行右立”。这一

看似细微的变化，蕴含着深刻的安全

考量与公共管理智慧，是对城市文明

进行的温柔校正，体现了城市以人为

本的发展原则。

当然，改变一种长期形成的习惯

并非一蹴而就。目前，北京地铁的“小

脚印”并未完全统一覆盖，习惯使然，

许多乘客仍选择靠右侧站立，少数乘客

仍在左侧通道快步行走。可见，之前对

“左行右立”的文明宣传深入人心，不

少人甚至将其变为肌肉记忆，短时间内

较难改变。

所以说，文明规则的调整，离不开

观念的重塑。“小脚印”的可爱设计，正

是为了缓冲认知冲突，用柔性的视觉

语言，代替硬性的安全提示，让市民在

潜移默化中树立新的文明理念。这一

经验值得更多地方效仿，“小脚印”标

识 也 可 印 刷 至 更 多 公 共 场 所 的 扶 梯

上。此外，还可通过广播 、电子显示

屏 、宣传海报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

“小脚印”标识的含义，以及“左行右

立”的安全隐患，逐渐提高市民的认知

度和接受度。 来源：工人日报

攫取用户隐私终将玩火自焚
新华网记者 颜之宏

过度索权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想 办 健 身 卡 时 被 告 知“ 不 予 接

待”，租房时屡遭拒绝，想旅游被旅行

团拒接或要求必须有家属陪同……65

岁以上老年人常常在各种消费场景中

遭到拒绝。一些商家不愿意服务 65 岁

以上的老年群体，是因为对可能面临

的风险顾虑颇多，担心老人出现突发

状况，让自己担责。但因为年龄就拒

绝服务或交易，不仅是“年龄歧视”，也

不利于发展银发经济、激发消费市场

活力。

随着社会日益老龄化，老年群体

已成为消费市场的重要消费群体，有

着极强的消费能力。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末，全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 21676 万人，占总人口的 15.4%。截

至目前，我国银发经济规模约为 7 万

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然而

受年龄等因素的影响，老年人在消费

市场上经常被“隐性高墙”拒之门外。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老年群体属

于健康和安全的高危人群，一旦发生

意外，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让不少

商家有所顾忌。从表面上看，商家的

做法涉嫌“年龄歧视”，但实质是市场

趋利避害的结果。市场交易固然讲求

主体平等性，但也要考虑权利-义务、

风险-收入的平衡，若不能消除供给

方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轻装上阵，就很

难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市场偏见和操

作行为。正是这样不确定性的风险因

素存在，导致市场主体在选择需求对

象时，会侧重于对自己更有利的群体，

拒绝或排斥其他群体。老年人在特定

消费场景的风险系数太高，若没有相

应的化解机制作为支撑，市场公平的

原则就很难实现。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

老年人有参与社会发展的权利，禁止

歧视老年人。消费市场上实行年龄

限制，让老年人处于事实上的“无处

消费”的境地，属于违法行为应当给

予纠正。从道德上讲，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关心和善待老年人是全社

会共同的责任，也是必须遵守的公序

良俗。广大市场主体应该抛弃身份

歧视，摒弃“以龄取人”的偏见，以更

加 开 放 、包 容 的 心 态 接 纳 老 年 消 费

者。同时，这也需要老年消费者与市

场双向奔赴，明确自身的责任边界，

处理好自己的风险化解渠道，如此才

能形成同频共振。比如规范双方的

合同，在意外发生后给予商家免责机

制，并且有稳定的联系人员来妥善处

理后续事宜，让商家免除惹祸上身的

担忧。

不过从实际上看，仅有这些措施

还远远不够。对于独居老人或身体

有疾病的老人，没有更稳定、持久和

开放的风险化解机制，老年人面临的

“年龄歧视”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消

除 。 对 此 ，需 要 构 建 法 律 意 义 上 的

担 保 制 度 ，在 供 需 双 方 之 间 有 第 三

方担保人作为风险化解者和矛盾调

处 者 ，更 好 破 解 当 前 的 困 境 。 可 由

政 府 部 门 、行 业 协 会 或 者 社 会 组 织

作 为 担 保 人 ，对 老 年 人 的 消 费 行 为

进 行 担 保 ，在 发 生 意 外 风 险 时 参 与

处置。若条件允许还可以效仿国外

建立风险担保金制度，由政府机构或

相应的第三方公司提供兜底保护，再

加上司法部门的公平裁决，如此才能

建立良好的市场信任，最终达到制度

破题的效果。

来源：北京青年报

老人被隐性高墙拒之门外需要制度性破题
堂吉伟德

近来，共享单车骑行“被超时”成

为消费者的槽点，有的骑行结束关锁

后仍被系统通知“数小时未锁车”，有

的免费时长内的骑行却“被超时”扣

钱。因为涉及金额少、嫌麻烦，消费者

往往选择不投诉，也有因投诉无果而

“认栽”，网络平台上这类“套路”让不

少消费者坏了心情。

骑行“被超时”、取消打车订单被

扣费、免费套餐被扣服务费、自动续费

无事先通知……网络平台“开盲盒式”

扣“小钱”的情况不在少数。“钱小”并

非“事不大”，网络消费中要把消费者

的体验当回事，以真诚共筑放心、安

心、舒心的消费环境，才能赢得消费者

长久的信赖。

“被超时”“被扣费”等花样，看似

精明的变现策略，实则侵蚀了消费者

信任。一方面，套餐满减、会员卡规则

等往往有着复杂的计费方式，让人眼

花缭乱、陷入困惑，甚至不明所以地交

了钱；另一方面，对智能系统高度依赖

让用户误操作撤回难，也让扣费纠纷

成为投诉的高发地。网络消费同样需

要以人为本，客户服务要充满人情味，

需充分理解消费者诉求，秉持用科技

改变生活的长远愿景，而非短视地榨

取蝇头小利。

真正的商业智慧，不在于设置隐

蔽的收费陷阱，而在于通过提升服务

质量让用户自愿续费。增强公众的网

络消费信心，重在优化消费体验。网

络平台应当履行好自身职责和义务，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条款等进行

自查自纠，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和选择权；提升平台收费透明度，在扣

费规则设计阶段就要充分考虑消费者

退订自由，以具体可操作的条款共促

更健全的消费服务软环境。

营造放心消费环境，离不开相关

监管部门的监督。“小事”聚少成多也

是影响消费环境的大事，要用更大强

度、更多智慧的监管执法捍卫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全社会共同努力构建信用消费

体系，剔除影响消费体验的不利因素

和掣肘环节，才能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市场更加繁荣健康。

网络平台“开盲盒式”扣费，“钱小”事大
新华社记者 阳娜

地
铁
扶
梯
﹃
小
脚
印
﹄
是
对
城
市
文
明
的
温
柔
校
正

江
德
斌

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