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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号码强制停用是整治“牛皮癣”的妙招
■ 叶金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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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气球能改善打鼾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会有异样

的打鼾声，不但影响自己和家人的睡眠，

还有窒息等风险。美国睡眠呼吸专家表

示，深呼吸吹气球能帮助气流顺畅地通过

鼻子，一定程度上纠正用嘴呼吸的习惯。

吹气球的过程中一直叼着气球别从嘴里

拿出来，每天重复练习5次。 @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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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包间装摄像头需有制度规范
■ 汪昌莲

2 月 27 日，一则“海

底捞在包间里安装摄像

头 ”的 消 息 被 网 友 热

议。对于安装摄像头是

否会侵犯隐私，网友各

执一词。而海底捞客服

表示，包间属于餐厅，也

是公共场所一部分，安装摄影头为记录情

况。（2月28日《北京青年报》）

首先必须承认，餐厅包间也属于公共服

务场所，不是私人空间，既然是公共空间，就

必须以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为前提，从

这种意义上讲，在包间装摄像头，并无不妥。

一方面，可以倒逼餐厅提升菜品和服务质量，

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可以监管

消费者不能餐饮浪费；此外，可以实现包间内

的情况有据可查，有效规避消费纠纷。

然而，即使是商家以各种理由在包间内

安装摄像头，也不能秘密安装，行“偷拍”之

实。《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

法》规定，设置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不得

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对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

图像信息，应当采取保密措施。可见，消费

者有知情权，包间安装摄像头处，应有明确

提示。特别是，监控后台的数据储存和处

理，必须有严格的程序和制度，不是谁都可

以调看、谁都可以用的，更不能公开传播；否

则，泄密的人，必须承担相应责任。

换言之，餐厅包间装摄像头，需有制度

规范。目前我国在公共场所监控摄像头的

使用、安装规范与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尚

存在很多的空白。这显然值得多方反思。

首先，公共场所的建设者和管理者是否可以

安装摄像头，其对于安装的摄像头应承担何

种法律责任，相关法律应该予以明确。通

过完善的规则制度，来实现公共场所中个

人隐私的保护。比如，在公共场所等安装

技防设施时应当设置明显标识，以提醒公

民注意自我保护隐私权；个人或单位擅自

传播公共场所监控视频将被罚款等。同

时，监控设备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对公共场

所中的个人信息有保管、处置的权利，但这

种保管、处置的权利要以其内容不影响和

侵犯他人权利为前提，其对于公共场所中

个人隐私的保护，应该共同承担法律责任。

警惕“假拆店”背后“真套路”
■ 杨玉龙

时事乱炖

看到路边有店家宣布“晚上拆店”，“全

场 8 折甩卖”，结果几天后还在“准备拆

店”。这是某短视频平台的一则视频，也是

实际发生的真事。接到网民反映，深圳罗

湖东门步行街有店铺不诚信经营。深圳市

市场监管局罗湖监管局东门所迅速组织执

法力量，联合东门街道执法队、东门步行街

管理办公室对涉事两家饰品店进行检查。

（2月28日《中国消费者报》）

《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规定，零售商不得虚构清仓、拆迁、停业、歇

业、转行等事由开展促销活动。也就可见，

“假拆店”这样的营销手段的确是违规之

举，更或涉嫌违反《广告法》和《反不正当竞

争法》等法律。所以，“假拆店”看似是聪明

的营销手段，但终归是违规违法经营之举，

也注定难逃法律的制裁。

对于“假拆店”此类营销套路，消费者

当有清醒认识，应摒弃贪图便宜的心理。

比如，所谓的“假拆店”就是揽客的手段，让

贪图便宜的人上钩；还如，所谓的“清仓大

甩卖”，终究是清不完的仓、甩

不完的商品。消费者即便进到

此类店购物，也应注重产品质

量，切莫被低价的“三无产品”

或伪劣产品蒙蔽。可以说，人

人不去上当，此类店铺就没有

市场。

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也有

必要主动出击。比如，加大监

管巡查力度，协调多部门联动

排查整治，对存在不法经营行

为的加大依法惩治力度，以切

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还如，做好消费警示，以增强消

费者的防范意识，如，因为促销

后，不排除商贩便离开，消费者遇到问题无

人可找，这就加大了维权难度。所以，应该

引导消费者依法消费、科学消费。

从经营者角度来讲，应该摒弃不诚信

的做法。须知，这些不靠谱的促销行为，

不仅是对消费者的欺骗，对其他商家也有

失公平，更是对市场秩序的扰乱。即便是

真想“拆店甩卖”，或者“清仓大甩卖”，也

应该依法且诚信，这是对消费者的负责，

更是对自身发展的负责。毕竟，失信之举

只能是“一锤子买卖”，最终吃亏的还是商

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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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明珠：继续建议
将个税起扣点上调至1万元

董明珠表示，今年“两会”期间，将继

续呼吁将个人所得税扣税起点上调至

10000元。现在提倡加大内循环，而只有

让基层员工获得更多的收入，才能真正

带动内需消费。其次，要建立中国自主

市场标准认证，而非用美国标准，提振中

国制造业的信心。目前格力企业每年各

种认证都会进行大量支出。再次，对企

业科技创新开通绿色通道，加速创新技

术标准认证。 @中国经营报

2月26日，广东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

人民政府向移动、电信、联通等运营商发

出《对斗门镇乱张贴广告电话进行停机处

理的函》。记者了解到，运营商将对12个

“牛皮癣”所留电话号码按照相关规定予

以强制停用。（3月1日《珠海特区报》）

可以说，这些“牛皮癣”小广告是无

孔不入的，楼道里、公厕里、街道上、树干

上、商店的墙壁上，等等，只要有人出入

的地方，就有“牛皮癣”的存在。这些非

法的“牛皮癣”小广告，不但影响了市容

市貌，而且也严重地危害了社会的稳

定。可见，整治“牛皮癣”已是迫在眉睫。

但有人认为，整治“牛皮癣”难度很

大。一来“牛皮癣”粘贴者都十分隐蔽，

常常在夜间行动；二来“牛皮癣”分布

广，几乎无孔不入，要抓住他们几乎无

从下手。于是乎，也就任凭“牛皮癣”无

节制地在各地泛滥。

难道整治“牛皮癣”真的就没有办

法了吗？笔者以为，以电话号码“强制

停用”的方式整治“牛皮癣”顽疾的做

法，无疑是一记“妙招”。

其实，“牛皮癣”看似泛滥成灾，难以

控制，但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漏洞，那就

是基本上会留有电话和手机号码，或联

系地址。因此，笔者以为，只要相关部门

一起联手，顺藤摸瓜，就一定能对其进行

“精准打击”。比如针对假发票、假证等

“牛皮癣”，公安、税务、工商等部门可以

通过广告上的联系方式，顺藤摸瓜，采取

行动，端掉其窝点。对于那些顽固不化

者，通讯部门可以通过停机或销号等方

式，让“牛皮癣”上的电话或手机号码失

效。同时，相关部门也要通过媒体加大

宣传教育的力度，提高广大市民的综合

素养，自觉抵制非法的“牛皮癣”小广告，

发现有类似的非法“牛皮癣”小广告，要

立即向相关部门举报。

笔者相信，只要多些类似电话号码

“强制停用”这样的“源头治理”理念，多

方出击，合力围剿，就一定能有效遏制

“牛皮癣”泛滥行为，还我们城市一个干

净、整洁、美丽的居住环境。

“商机”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