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待个人信息保护法织密安全网
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与公众息息相关。通过立法规范个人信息

的收集和使用，已成为保护公民隐私和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网络健康有序发展的必
然要求。人们殷切期待通过立法来织密一张个人信息保护的安全网。

□本报评论员 王学义

3月4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
张业遂就大会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的问题
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
已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列入本届立法规
划，相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和起草，争取早
日出台。
个人信息保护是人们近年来所关注的

焦点问题。无论此前的徐玉玉电信诈骗案，
还是最近发生的250万人脸识别图像泄露事
件，都刺痛了公众敏感的神经。而且，个人信

息泄露已不仅仅是少数个案问题。2018年8
月29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APP个人信
息泄露情况调查报告》显示，APP已成为消费
者个人信息泄露重灾区，超85%的受访者遇
到过个人信息泄露情况。在智能手机普及的
背景下，这一数字足以令人心惊。而一些地
方，利用网络非法采集、窃取、贩卖和利用用
户信息已形成黑色产业链，因用户信息泄露
引发的“精准诈骗”案件明显增多。
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与

公众息息相关。通过立法规范个人信息的收
集和使用，已成为保护公民隐私和生命财产
安全，促进网络健康有序发展的必然要求。
人们殷切期待通过立法来织密一张个人信
息保护的安全网。
事实上，我国此前已经有多部法律、法

规和规章涉及个人信息保护，包括民法总
则、刑法、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等都做出了相关规定。但总体上
看，呈现分散的立法状态，存在阐述不清晰、
适用不明确、范围受局限、处罚不具体、可操
作性差等问题。比如，有的条款仅仅规定了

对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却没有规定违反该
义务的法律后果，难以落到实处。根据形势
发展，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专门法律，形成
合力。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具有鲜
明的制度优势，将有利于统合现有法律，加
强监管，破解分散执法的窘境，对于个人信
息保护具有一定的突破性意义。
此前，个人信息保护法在2018年9月被

写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第
一类项目。如今，本次大会发言人明确表示，
“相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和起草，争取早日
出台”，这是对民生关切的积极回应。在新技
术、新商业模式快速发展、移动支付大行其
道的当下，个人信息保护已是一项实打实的
民生工程。公众盼望这部法规早日出台，一
方面，要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和滥用，做好
充分的保护，切实加强维护公民个人信息权
益；另一方面，也要规范个人信息在职能部
门和企业的利用，促进各部门、各行业与互
联网的深度融合，加快转型升级，推动社会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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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全民科学素养也是“民生工程” 巷 议
一边哄孩子一边治病
“小丑医生”值得借鉴

□戴先任

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科学普及
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
位政协委员呼吁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让科学
流行起来”。“无论是民众的日常生活，政府部
门的规划决策，还是科研项目的推进，都少不
了科学的滋养”，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水生
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徐旭东认为，应在社会上
推动形成尊重科学、热爱科学的氛围，培养公
众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方式。(3月4日中新
网)
近年来，我国科技实力大幅增强，科技创

新水平有了长足进步，多项科技跻身世界前
列。但也要看到，我国民众的科学素养还有待
提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调查结果显示，截
至2018年，中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
8 .47%，比2015年第九次调查提高了近2 .3%。

纵向来看，中国公民的科学素养得到较大提
升，但横向比较，这一数据和欧美等发达国家
的差距还很大。
科学素养的欠缺，会掣肘科技创新的发

展，也会致使伪科学乘虚而入，滋生诸多乱
象。比如，“科学谣言”满天飞等，轻则造成轻
信者损失钱财、错误养生，重则会危害人们的
生命安全。因此，进行科普工作就尤显重要。
现在有一些科技工作者看轻科学传播工作，认
为从事科普是“大材小用”。这显然是一种误
解，其实从事科普也可以取得不凡成就。一些
地方对于科普工作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影
响了科普工作的进行，也让当地民众的科学素
养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对此，就需要相关部门
认真反思。真正重视科普工作，就要提高科普
工作者的待遇，给予他们更多更好的保障，让
他们能从科普工作中感受到职业尊荣感。同
时，也要加大对科普工作的支持与投入。
全国两会期间，多名政协委员不约而同

呼吁提升全民科学素养，也引人深思。提升全
民科学素养，可以惠及广大民众，是一项民生
工程，也能为国家的创新能力与可持续发展
提供支撑，是一项“公共工程”，亟待引起重
视，并给予有力支持。

3月3日上午，在成都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的儿科病房中活跃着一群特
殊的医护人员。他们戴着红鼻子、穿着
可爱的衣服，戴着夸张的头饰，穿梭在
儿科病房之间……使孩子们在欢笑中
配合治疗，忘却痛苦。这些医护人员就
是“小丑医生”。（3月4日红星新闻）
“小丑医生”是特殊的医护志愿
者，打破了公众对医护人员的刻板印
象，以新奇另类的方式，帮助小患者们
恢复快乐和信心，去面对疾病。“小丑
医生”并非谁都能做，也需要具备专业
知识背景，不仅要学习护理、心理学、
物理治疗、医学史等医学方面的知识，
还要懂得如何活跃现场气氛等。
从“小丑医生”身上，可以看到医

疗行业的进步，也可以看到志愿者们
的真诚付出。他们“牺牲”了个人形象，
却成功安慰了孩子们，值得点赞。希望
更多的医院能有“小丑医生”，特别是
儿科。 江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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