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关部门也该自我反思，不

能因为省了监管责任而弹冠

相庆。

近日，360 云盘宣布停止个人云盘服务。

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负责人就此接受采访

时表示：360 公司停止个人云盘服务，未来转

型企业云服务，这种做法值得充分肯定，反映

了360公司高度重视版权保护工作、积极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的态度，为其他互联网公司强化

版权保护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这番话从版权保护的角度出发，看似没

有问题。毕竟，国内网盘服务被个人用户用来

分享涉嫌侵权的影视、音乐、图书等作品，已是

众所皆知。这种行为对版权保护、鼓励创新极

具伤害性，有关部门自然不会坐视不管。早在

去年10月，国家版权局就发布《关于规范网盘

服务版权秩序的通知》，对网盘业务进行清理

整顿。从那时候至今，新浪微盘、华为网盘、迅

雷快盘、金山快盘已先后倒下，纷纷关闭服

务。360 云盘，只是抛弃这一业务的最新案

例。

服务商关闭盈利难、成本高、风险大的业

务产品，原本也无可厚非。国内网盘服务商一

开始推出业务时，为吸引用户，除了免费使用

外，赠送容量动辄以TB计。虽说这只是虚拟

分配的容量，但总的硬件投入、运营成本仍然

居高不下。加上长期缺乏盈利模式，又要面对

用户违法上传与分享的风险，这项业务越来越

成为各大公司的鸡肋，所以借着有关部门清理

整治之机，顺势作出调整，也没什么奇怪。

但也正是从发展互联网经济、推动技术

创新的角度看，国内服务商纷纷停止个人网盘

业务的做法，并不值得肯定，更不值得鼓励。

时至今日，国内个人网盘业务，比较大的只剩

下百度网盘和腾讯微云了。这种过度集中的

市场格局，并不利于相关业务的持续发展。前

些天，百度网盘也传出即将关闭的消息（后来

被辟谣），这至少说明国内网盘业务已是风雨

飘摇，很可能遭遇行业性崩盘。

只是这并非市场需求缺乏所致，而是运

营模式偏差加政策风险的缘故。网盘存在大

量盗版侵权行为不假，但泼脏水可不能连孩子

一起倒出。在一个云时代，个人网盘业务是和

云储存、云计算紧密结合的产品，给IT产业、

社会生活带来更多可能。现在许多人都习惯

把手机拍的照片上传到网盘，以节省空间。还

有个人通讯录、文件，也可以方便地储存在云

盘，以防丢失。如果因为有些用户不当利用网

盘业务，涉嫌侵权违法等行为，就鼓励服务商

干脆放弃这一产品，客观上岂不是在阻碍新技

术的进步与发展？即便是免费服务，服务商与

用户也存在服务承诺与协议，说关就关，这也

不符合市场精神。

个人网盘服务存在违规，当然应加大整

治清理力度，企业也有责任为用户提供合法合

规的服务。这就像，网购平台也存在假货，但

不能干脆把整个平台关闭了一样，有问题就解

决问题，不能单纯从便于管理的角度，让一个有

前景的产业走向覆没。国内网盘服务商纷纷关

闭业务，既有市场的原因，但也和有关部门对盗

版侵权等违法行为的监管惩治不力有关。对于

360公司停止个人网盘业务，有关部门也该自

我反思，不能因为省了监管责任而弹冠相庆。

个人网盘业务一关了之，实乃下策个人网盘业务一关了之，实乃下策

在不停地有人被“骗死”之后，电信骚扰

手段中的另一种套路，终于被人端上了讨论

台面，这便是“呼死你”。这几天报道中的

某女士、某大学生，都是因为在网上购物给

了“差评”，遭遇对方“呼死你”袭击的。他

们比前几天报道的安徽女子因为给网约车

司机打了“差评”之后的遭遇好多了。安徽

这位，后来被对方将手机号挂在了某个暗示

可以提供特殊服务的求职网站上，结果两个

多月时间里被各种男人手机打爆。

很多人把“呼死你”的攻击行为，归咎为

中国的服务业太差、人性太恶，实际上，归

根到底还是法治太弱。

所谓“呼死你”，实际上有两种形态，一

种是骚扰电话的人工版，纠缠到你手机用不

了为止。另一种是智能版，就是通过软件来

替代人工骚扰。而“呼死你”软件，不仅网

上唾手可得，而且还有包周、包月的服务，

几十元钱就可以把对方的手机彻底打爆。

更“周到”的是，网上还有见招拆招的另一

个软件，就像矛和盾的关系，可以解除被

“呼死”。但是对于民众举报，警方依然说

“很难立案”，依然把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

民权利的责任，推给聊胜于无的第三方软件

去拦截。从中可以看出，在电信的各种犯罪

手段上，警方的打击兴趣，永远滞后于社会群

体的需要。过去诈骗电话也是这样，几千几

万的，没空搭理你。几十万上百万的，才是个

事儿。等到电信诈骗骗死了人、骗到舆论压

力躲不过去的时候，警方出手了，并且是一抓

一个准。

无论是人工的、还是智能的，“呼死你”

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侵害公民权利、扰乱社

会生活秩序的不法行为。只要警方想作为、

愿作为，与运营商联动起来打击，技术上都

不存在太大的难度。尤其是能够显示骚扰

电话号码的这类“呼死你”，不管它是实名

的、非实名的，只要提供证据，只要法治对

运营商有钳制，受害者通过报警的渠道寻求

保护，那么条条大路都通向着法治。而来自

网络电话的“呼死你”软件，顺藤摸瓜，也难

度不会太大。既然毫无技术含量的媒体人

员都能查到买卖交易的源头，既然网上的抠

脚大汉们都既能设计出“呼死你”的矛，也

能设计出解除“呼死你”的盾，那么，执法

的、平台的等等机构，只要联动起来加以监

管和治理，就不会存在多大的难度。这是常

理，也是民众所能理解的常识。

但是，法治中国，“呼死你”这样的行为

竟然不被执法部门当犯罪，除非你人被呼死

了，就像山东的女大学生被骗死了一样，引

起社会群情的轰动了。这是民众觉得最郁

闷、最无奈的一件事情。你报警，跟他讲伤

害，他跟你讲技术。你跟他讲技术，他跟你

讲程序。你跟他讲程序，他跟你讲人力。法

治中国路漫漫，最长的一段路就在你哪怕跟

执法机构面对面，却把你推到自寻出路、却

无路可走的地步。我们能不能，不要等真被

“呼死”了人，再把这个事当成法治的事？

“呼死你”这事，请警方认真对待

很多人把“呼死你”的攻击行

为，归咎为中国的服务业太

差、人性太恶，实际上，归根

到底还是法治太弱。

本报评论员
高路

本报评论员
魏英杰

济南的一位市民因为当地频繁修路，导

致交通长时间极度拥堵，不胜其烦，在市长信

箱里投诉，一时冲动用了比较激烈的言辞。难

能可贵的是市长信箱风度未失、方寸不乱，不

但耐心地作了回复，还对市民的建议表示了感

谢。

必须指出的是济南的这位市民言辞过

激，以偏概全，本身就做错了。理性维权不但

诉求要理性，维权的过程也要理性。有诉求

就谈诉求，有建议就提建议，任何时候都不要

将过激的言论当成意见的表达方式，这样不

仅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还有可能背负不

必要的法律责任。

频繁修路要么是规划不到位，要么是质

量不过关，不管什么原因都造成了资源的极

大浪费，作为市民，他有监督政府、表达诉求

的权利，他当然也有权利要求政府部门做出合

理的解释。修路对市民生活的影响不言而喻，

有些路一修好几年，有些一年好几修，这种影

响也不是短期克服一下就能对付过去的。

值得肯定的是济南的做法，没有用生硬

的言辞回应，也没有动用公权力制止，而是耐

心地询问了居民的诉求。居民话说得不对，表

达方式过激，只要其反映的情况是事实，就应

该认真面对，不能因为人家爆了几句粗口，就

全盘否定，也不能因为对方有错在先就置之不

理。

现在一些地方政府，自己不办事，还不

许群众抱怨，对群众反映的情况爱理不理，

可是群众的言行稍稍出格一点立马跳了起

来，这个不许那个不让。走正常维权渠道不

给解决问题，人家一上访就急不可耐，这其

实是工作不认真不细致，没有耐心的表现。

平时不注意工作方式，不注重工作成效，想

当然地认为公民有义务配合，动不动上纲上

线，粗暴对待群众投诉，反而加深了矛盾，

激化了冲突。

对于居民的抱怨，政府部门也没必要觉

得脸上无光。修路有时候是规划建设的问

题，有时候也是迫于无奈，城市发展一日千

里，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恐怕都很难跟上这

样的节奏，规划变动是常有的事。想得不够

周全，规划滞后一点在所难免，这不能简单地

怪谁短视或者瞎折腾。

挑刺的过程就是不断帮政府部门做好工

作的过程，这才是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政

府和市民良性互动，大家开诚布公，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受益的是整个社会。

耐心面对群众的过激言辞，这就对了耐心面对群众的过激言辞，这就对了

政府和市民良性互动，大家

开诚布公，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受益的是整个社会。

本报资深评论员
刘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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