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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网络招聘欺诈离不开多方合力

热点冷评

■ 吴学安

“我应聘进入一家公司做项目助

理，说好试用期3个月、工资3500元，表

现好可以转正。然而，试用期工作繁

重，每天都要加班，坚持 3 个月后人事

经理称‘人职不相匹配’，让我走人。”北

京高校应届毕业生王琳（化名）怀疑自

己遇到了招聘公司只试用不聘用的伎

俩。（中工网11月25日）

有些招聘网站上发布的信息真假不

一，网上招聘“假招聘，真骗局”现象时有

发生。一些公司根本就不打算招人，只

是借网络招聘来做宣传，提升公司的知

名度，有公司用各种手段让求职者踏入

陷阱，甚至有假公司以网络招聘为名进

行诈骗活动。

近年来，网络招聘以其成本低、范围

广且便利等特点得以迅速发展。网络招

聘便捷高效，相比传统的招聘方式，对求

职者与招聘方来说，既节省了时间成本，

也大大增加了选择机会，理应让双方都

能得到满意的结果。但网络招聘因为是

隔空对话，导致在很多时候，求职者对招

聘公司一无所知，一些不法分子得以乘

虚而入，欺诈乱象横行网络。

与传统招聘相比,网络招聘是典型的

双边市场。其基本特征就是,参与者需要

通过中间平台进行交易。杜绝网络招聘

乱象，压实监管部门和平台的监管责任

刻不容缓。一方面，招聘平台亟待加强

行业自律，建立严格的注册和审核制度，

对进入网络招聘平台的企业严格审核并

加强监管，避免虚假信息肆意发布，严防

企业虚假招聘；另一方面，应完善相关法

规制度，进一步规范网络招聘，对网络虚

假招聘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通过建立

“黑名单”、举报奖励等制度，倒逼相关招

聘方遵纪守法，切实维护职场诚信，不让

招聘陷阱钻了法律的漏洞。

网络招聘中的种种骗术，多是线下

骗术的延伸或变种。破解网络招聘中

的骗术，有关部门应及时完善相关法

规，必须从源头强化把控，将监管关口

前移，重拳治理网络招聘乱象，方能为

广大求职者把好关。同时，求职者也要

“擦亮眼睛”依法维权，通过多方合力打

击网络虚假招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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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患者隐私重在细节保护

非常道

师建华：2035年市场上
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燃油车

2020 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周上，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师建华表示：商用

车油耗比 2019 年降低 15%以上，货车油耗

比 2019 年降低 20%以上，对于节能的传统

能源的乘用车来说平均油耗达到百公里 4

升，混合动力的汽车占到传统能源乘用车

100%，2035年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燃油车，至

少混动。对于新能源汽车在2035年占到一

半，到2035年是个分水岭，2035年以后逐渐

地新能源汽车又会成为主导，这是一个发展

的趋势。 @中国经营报

科普课不能只是“玩机器人的课程”
■ 郭元鹏

时事乱炖

我国已开展科普教育近 20 年，但中小

学科普教育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中小

学生课业负担重、考试压力大，学校不愿在

科普教育上花费过多时间。中小学开设的

科普教育活动课程基本上是围绕机器人、

航模等展开，同质化现象严重。（11月26日

《人民日报》）

是的，机器人和航模都是“科普教育”，

也是孩子所喜欢的。但是，“科普教育”的

范畴绝不应该仅仅是“教孩子会玩机器

人”，会拆卸，会安装，会使用，会创新。“科

普教育”的范畴应该是更加宽广的：如何使

用药品是“科普教育”；如何辨别假货是“科

普教育”；如何知道做饭，如何使用做饭的

佐料何尝不是“科普教育”；比如疫情知识

的相关内容，更应该成为“科普教育”与时

俱进的教育方向；比如，眼下网络上出现的

“伪科学”，课堂上更应该关注。总之，“科

普教育”涉猎的范围应该是更加宽广的，而

不能只是拘泥于“会玩机器人”“会玩航模”

这么小的范围。

因此，有政协委员建议，必须建立完

善的科普教育考核评价机制、多元化科普

投入机制和校外活动安全保障机制。由

教育主管部门牵头制定学校科普教育活

动细则，构建相应的考核评价体系。将学

校科普教育活动开展情况纳入教育督导

之中。加大科普教育的财政投入，做好科

普教育经费保障工作，保障科普设施建

设。制定并实施税收优惠、税收减免等措

施，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或从事科普教育。

让学校的“科普教育”真正对接“教育诉

求”以及“社会现实”。

由于学校的“科普教育”内容比较单

一，教师资源也相对匮乏，笔者建议不妨

在“科普教育”上吸纳社会力量。比如建

立“馆校合作”机制，加强科技馆与学校的

合作，整合学校、科研机构、学会、媒体等

馆外社会资源，加强跨区域、跨部门、跨行

业合作，有效实现科技馆科普教育功能最

大化。让“科普教育”不再“范围狭窄”，而

是丰富多彩起来。科技改变未来，科普不

能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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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忽略炒菜时的4个细节
当心疾病盯上你

大部分人每天炒菜做饭的4个习惯，可能

引病上身：1.炒完菜马上就关油烟机，会残留

大量烹饪产生的PM2.5；2.炒菜后不刷锅接着

炒，可能产生苯并芘等致癌物；3.油冒烟时才

下锅，增加癌症风险；4.油炸的油用来炒菜，会

产生有害的油脂氧化产物。 @生命时报

近日，成都市民张女

士在成都市第一人民医

院南区就医时发现，她的

检查项目被医院直接“公

示”在了电子屏幕上，同

时屏幕上还显示了其他

患者的检查项目，甚至包

括HIV抗原抗体复合检测等较为隐私的检

查内容。张女士因此质疑，医院的做法不

妥。医院相关负责人核实后表示，应该是系

统出现了问题，将这些显示了出来，正好遇

到了。（11月26日《华西都市报》）

当然，从个案来看，医院或许并没有恶

意，属于无意之举。但是，这样的无意之

举，也恰恰说明医院对于患者隐私的尊重

意识很欠缺，特别是细节方面做得远远不

够。医院在检查场所设立电子屏，主要是

告知患者所检查的结果是否出来了，以便

于患者及时领取，属于点对点告知性质，但

“设之于众”，其告知的信息越多、越细，暴

露患者隐私可能性就越大，而且一旦成为

系统的设置，就会呈现普遍性。

而事实上，告知检查结果出来与否，没

有必要穷近所有信息，比如姓名以及完成

检查项目的数量予以提示即可，具体信息

可以由患者在自助端查询和打印，即遵循

“最小必要”的原则，就能够兼顾服务与保

护隐私的需要。所以，医院简单将问题归

咎于系统出了问题，并不是正解，有避重就

轻的嫌疑，毕竟系统不过是工具，考虑得周

全细致，对于患者隐私泄露基本上都能避

免，其背后恐怕还是尊重患者意识的不足。

尊重患者隐私不是一句空话，落实在纸

上，停留在口头，而应体现在具体的细节之

中。由于医疗的特殊性，涉及到患者的身体

隐私以及与疾病有关的健康信息，在医院无

处不在，贯穿于医疗场所管理和诊疗活动的

全过程，唯有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融入到医

疗管理和职业服务中逐个保护，才能让患者

放心、安心。一者是强化患者就医过程的私

密保护，为患者在医疗公共场所创造私密就

医的环境；二者是重视患者就医个人信息的

安全，患者医疗的信息采集、管理、使用全过

程都应遵循隐私保护的原则，采取措施“有

限有度”，防范和避免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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