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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洗白”挣黑钱，触碰了法律红线

　　“征信逾期，一次
处理终身适用”“消征
信逾期记录，不成不收
费”……现如今，一些
不法机构以代理“征信
洗白”“征信铲单”为
名声称花钱就能消除征
信逾期记录，并趁机索
要个人敏感信息。（5
月 24 日 南方网）
　　近年来，我国信用
体系建设逐渐完善，无
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都凭
借良好的征信记录进行
消费、贷款、申请银行
卡开户等经济活动，良
好的征信记录犹如居民
的“第二张身份证”，“让
守信者处处受益，让失
信者寸步难行”。正因

如此，部分主体急于消
除自己在征信系统上的
不良行为记录，不法分
子利用这一部分人群的
心理，布下“征信洗白”
的陷阱，对其实施网络
诈骗。
　　笔者认为，形成灰
色产业链的“征信洗
白”，不仅侵犯个人财
产和信息安全，更会扰
乱我国经济金融秩序，
冲击征信管理和法律的
权威。
　　据了解，“征信洗
白”业务五花八门，但
大致分为两种：一是不
法分子谎称自己是贷款
平台客服等工作人员，
以提供消除不良征信记

录为由，对当事人实施
电信诈骗或套取当事人
敏感信息进行牟利；二
是以加盟、培训为名收
取学费，指导失信主体
伪造有关材料向银行提
出异议申请，而后卷钱
跑路。
　　其中，后者不仅损
失了金钱，更是让自己
的名声越洗越黑。修改
征信信息需要受到多家
部门的监督和核查，本
质是对错误的信息纠
错，而不是对正确的信
息删改。倘若在其中发
现有为消除不良征信记
录而伪造信息的，将被
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等处
罚。同时，打着“征信

洗白”的旗号更会让部
分民众产生侥幸心理，
抱着“反正都可以消除”
的想法，无视征信体系，
肆意妄为。
　　信用犹如当下市场
经济这一机器中一枚小
小的但不可或缺的齿
轮，为市场经济的健康
运行保驾护航。根据《征
信业管理条例》规定，
征信机构应当采取合理
措施，保障其提供信息
的准确性，无论是征信
机构还是商业银行等信
息提供者，都无权随意
更改、删除信用报告中
正确展示的信用信息。
由此可见，“征信洗白”
这一灰色区域用“洗白”

的噱头挣黑钱，触碰了
法律红线，逐渐蚕食金
融市场坚实的根基。
　　对此，相关部门应
齐心协力打击这类行
为，对相关组织进行封
查，对相关账号进行永
久封禁，加强互联网信
息传播的监管，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让“征信
洗白”无所遁形。部分
民众也应在心中悬挂一
口警钟，正确看待征信
体系，让不法分子没有
可乘之机。

█唐诗

严格的管教，才是对罪错儿童的挽救

　　5 月 25 日，最高人
民检察院新闻发布会介
绍，要求已满 12 周岁不
满 14 周岁未成年人涉嫌
严重暴力犯罪的，原则
上送入专门学校。消息
一出，引发了全网热议。
不少人为此拍手叫好，
因为对于 14 岁以下的未
成年人犯罪，总算有了
一些惩罚措施。
　　诚然，为 12 至 14
周岁的罪错儿童建立专
门学校，相比以往，对
未成年人的管束的确更
加严格了，但这对于走
上迷途的未成年人来
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挽救。
　　我们知道，建立起
一所专门学校，不是为
罪错儿童提供一间包庇
所，相反，这是对未成

年保护的科学完善与补
充。犯下罪错的孩童要
在这里接受教育，改造
扭曲的心灵。曾经大连
13 岁男孩杀害 10 岁女
童并抛尸的事件仍然历
历在目，也正是有这样
的事情发生，对未满 14
岁的罪错儿童进行处罚
的呼声才会越来越高。
《未成年人保护法》不
是未成年人犯罪的温
床，建一所专门学校进
行管控非常有必要。
　　但需要注意的是，
一味地“管”并非良策，
在管束中要怎么教育与
引导，才是改造罪错儿
童的出路。仅仅把罪错
儿童关起来严格控制，
只会加剧罪错儿童的逆
反心理，等回到社会中，
他们仍然会对其他人产

生危害。然而，我们
又不能将罪错儿童关一
辈子，得需要花时间去
改造他们。国家对待犯
错未成年人的方针，向
来以教育为主、惩罚为
辅，而罪错儿童恰恰是
犯错未成年人中的特殊
群体，所以，不能够把
专门学校等同于监狱。
将罪错儿童送入专门学
校，要更能凸显出“教”
的意义，而非“管”的
意义。　
　　先前，国家已经设
置了针对 14 岁到 18 岁
罪错未成年人的少年犯
管教所。《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狱法》规定，少
年犯管教所应当着重对
少年犯进行政治教育，
道德和基本的文化与生
产技术教育。比起 14 岁

以上的未成年人，14 岁
以下的儿童不受《刑法》
约束，心智也不比 14 岁
以上的未成年人成熟，
阴暗、扭曲和叛逆的想
法更需要也更容易被改
变。因此，专门学校相
较于少管所，在教育上
要多下功夫，进行合适
的引导，将罪错儿童拉
回正轨，而非筑起高墙，
只把罪错儿童关进专门
学校就草草了事。
　　除此以外，这些罪
错儿童的未来，也是一
件需要关注的事情。不
仅仅是考虑哪些孩童要
入学，以及他们如何入
学，等到他们年龄已满
14 周岁后，他们的何去
何从也值得去琢磨。各
司法单位机关要对罪错
孩童给予长期关注，针

对他们后续的改造乃至
成年后就业等等问题都
要拿出措施。对于罪错
儿童在专门学校里的表
现也要有观察，可以根
据表现的好坏来决定他
们年满 14 岁后是送入其
他管教单位，还是回归
正常生活。
　　建立一所专门学
校，证明了国家与社会
对 14 岁以下少儿群体给
予了高度关注。将罪错
儿童打入无底深渊是一
件很容易的事情，但要
将他们拉出来却难如登
天。无论对哪一方的人
来说，未成年人都需要
一个拥有明天的未来。
实现对未成年人的保
护，依旧任重而道远。

█黄思钧

公交司机开车玩手机，生命安全容不得侥幸

　　5 月 18 号，贵州黔
东南一公交司机边开车
边玩手机的视频引发热
议。视频中，司机在开
车时不仅未系安全带，
还一边开车一边不时低
头看手机。在 40 秒视频
里低头竟有 11 次。目前，
该名司机已被公交公司
解除劳动合同，交警部
门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
相应处罚。（5 月 21 日 
人民网）
　　打电话、聊天、吃
东西、捡东西等等都属
于分心驾驶，是危害公
共安全的驾驶行为。开
车时不经意间的一个视
线转移，或是短暂的思
绪纷飞很可能就会造成

一次事故。公交车司机
驾驶时玩手机造成交通
事故的悲剧屡见不鲜，
但在这么多惨痛的教训
前，还有公交司机收不
回玩手机的手，抬不起
看手机的头，说到底，
是侥幸心理作祟，是责
任意识缺位。
　　但是，生命只有一
次，我们没有侥幸的机
会。当公交司机发动了
引擎，放任车辆前行却
分散注意力时，车辆每
向前行驶一公里，车上
乘客的生命就处在危险
中多一分钟。据统计，
开车时打手机发生事故
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8 倍，开车时看手机发

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
态下的 23 倍。而这正是
因为开车看手机会影响
驾驶人的注意力、感知
能力、判断能力及决策
能力，进而直接造成反
应迟钝、视野狭窄等。
　　而且，公交车司机
这一身份特殊，在交通
安全上肩负的责任更
大，更不容许侥幸。一
名公交车司机一旦安全
意识缺位，责任意识缺
位，就不是一名合格的
公交车司机。国家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
明确规定：机动车驾驶
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的规定，
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

驶、文明驾驶。边开车，
边玩手机的行为违反了
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
的规定，于法不容。再
者，“一失足成千古恨”
的悲剧往往就在看手机
的一瞬之间，每一起交
通事故或严重违法的背
后，都关联着数个家庭
或他人的幸福与安宁。
所以，于情于法，都希
望每一位公交车司机能
明白自己肩上的责任，
展现出自己的职业道德
和专业素养。
　　虽然近年来，随
着高清探头等技术的
应用，交警对驾驶机动
车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
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

打击，也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但因为实际操作
过程中，发短信、发微
信的行为比较隐蔽，取
证处罚仍然存在一定的
难度，有乘客录下视频
进行监督有一定约束作
用，但是多数时间无人
注意司机行为。
　　因此，要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还主要得靠公
交司机自觉。公交车司
机应少一些“任性”，
多一份认真谨慎，时刻
把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放在第一位，不断强化
交通安全守法意识，做
到对自己负责、对乘客
负责、对路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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