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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何以沦为“身份症”

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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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奇特的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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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墨西哥Menudo汤 由牛肚（母牛

胃）、洋葱、胡椒粉、墨西哥辣椒和鸡汤

等一起熬制,可以用来治愈醉酒。

2 Kiburu汤 源于非洲乞力马扎罗

山上的部落,一种带有土腥味道的汤。

新兴支付方式购票

据报道，身份证丢失

引发的“乌龙案”比比皆

是，或者是被警方错误抓

捕，或者是催款单缠身。

据推算，全国每年丢失身

份证的约有 100 万人次以上。（9月25日

《检察日报》）

身份证实际上是一种“权利证”，根本

目的在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便利公民

进行社会活动”。但现实中，身份证丢失

却屡屡给人们带来种种不安，不得不提心

吊胆地“捂紧身份证”。这显然与立法目

的格格不入。

何以至此？不能不说，目前我国身份

证以及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本身的

不够健全完善，应是主要原因之一。以

《居民身份证法》为例，虽然该法规定，不

得“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或者使用骗领的

居民身份证”，但对于“遗失或被盗的身份

证是否自动失效”，“管理部门采用遗失或

被盗的失效身份证，应负什么责任”等具

体关键的问题，却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当然，在《居民身份证法》之外，去年2

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了“侵犯个人

信息罪”——“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

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

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

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

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就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而言，

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其中设定的

犯罪主体范围较窄，对于如何举证也缺少相

关规定——如果沿用一般的“谁主张谁举

证”规则，显然不利于对侵犯个人信息犯罪

的有效追究。也正是这种背景下，尽管侵犯

个人信息的事很多，“侵犯个人信息罪”也已

正式颁行一年多，但在司法实践中，相关案

例却极为罕见。

总之，身份证沦为“身份症”，既是社

会之症，更是法律之症。在事前规制、事

后惩戒两个方面，均需强化个人信息保护

方面法律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早在2000年，北京铁路局开通“首铁

在线”网站，提供火车票查询、预订等多项

服务，但大家仍然在春运和节假日无法从

网上订到票，平日一些紧俏方向车票，也是

一票难求。去年上海铁路局也推出网上订

票业务，可没几天就无疾而终。

近日，中国银联与铁道部在北京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用手机、电话、互联网、自

动售票机等新兴支付方式买火车票将成

为可能。手机、电话、互联网、自动售票机

就像一个个新增的售票窗口，对于每年为

回家而彻夜排队的人们，似乎又多了一种

选择。

■更多时讯漫画，移动用户请发送M

至106586668订阅手机漫画杂志，每周三

期，每月一元。

手机彩信杂志《漫天下》独家供稿

点评：不同民族的饮食习惯决定

了：有些汤别说是喝，看一眼也会让人

很不舒服的。

发榜机构：环球美食

3 鸟巢汤 这种汤沾满了鸟类的粘

性如凝胶状的口水，售价高达30至

100美元/碗。

“他们评点新闻，附赠思想的常

识，把‘改良主义，渐进式演进，反对暴

力，相信时间的力量，多研究问题，民

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些理念科普给

公众。”

——评论家潘采夫说起自己欣赏

的三个人：笑蜀、韩寒、白岩松，认为

他们通过不同途径，践行和普及了同

一理念。

“中国目前缺三类人：一是有魅力

的政府官员，二是有思想的企业家，三

是懂市场的科学家。”

——网友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