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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

希望当地部门
认真反思，强化法制
意识，立法限制城市
养狗的法律边界，也
明晰公权力的行为
边界，依法依规地处
理好相关事宜，千万
不可任性，逾越法规
红线。

监管部门要发
力，对其商业模式进
行审查，将其利润控
制在合理范围，对用
户数据加强管理，避
免出现侵犯用户隐
私、倒卖数据等行为。

不能容“不和
谐音”“毒音”的出
现，要及时割掉这
些“毒舌”“毒瘤”，
才能更好维护健康
清朗的网络空间。

““全民全民KK歌歌””被查被查，，要及时割掉网络要及时割掉网络““毒舌毒舌””

网络慈善应以公益性为主导

“城区遛狗3次便捕杀”拷问公权任性
11月 15日，云南昭通市威信县主要领导

就“城市禁止遛狗第 3次直接捕杀”的新规回
应称，威信县对于犬只管理规定引发的舆情
非常重视，正在召集多部门研究此事，“城市
管理要规范，但任何事都要依法依规”。

（11月16日中青在线）

据报道，云南昭通市威信县出台的犬只
管理规定对县城内遛狗作出禁止性规定：“县
城城区内禁止遛狗，一旦发现，第一次给予警
告；第二次县城市主管部门将根据《昭通市城
市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处 50 元以
上 200 元以下罚款；第三次联系公安机关予
以捕杀。”

近年来，各地都出台了加强犬类管理的
规定，旨在优化居住环境，维护公共安全和治
安秩序。只是威信县的遛狗规定太过猛烈，
甫一出台便引发强烈质疑。公开资料显示，
昭通市曾出台一份《昭通市养犬管理办法》，

其中明确规定了实行养犬许可证制度。换言
之，只要当地居民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许可证，
便可以养狗，遵循了拴绳等规定，便可以遛
狗，现在威信县突然下令“城区遛狗3次便捕
杀”，是言而无信还是朝令夕改？群众的合法
遛狗权何以随着一纸红头文件便转瞬消失？

其实，该规定如何落实也是个难题。狗
狗在家里憋了一天，晚上出来尽情撒欢，这个
时候监管部门也天天加班吗？如果不加班，
一次警告、两次罚款、三次捕杀的规定谁来核
查？如果加班，必将增加城市管理的高成本，
且遛狗是经常性、长期性的，有关部门工作人
员如何能够夜以继日地连连加班？

此外，“城区遛狗 3 次便捕杀”充满血腥
气和暴力，在倡导人性化、爱护动物的今天，
给民众留下强烈的不良观感，很不适宜。早
有数据显示，中国“狗患”世界第二，恶狗伤人
已超过交通事故伤人的 14 倍，令人触目惊
心。恶狗伤人事件频发，狗患引发的各种社

会问题正逐渐凸显，呼吁加强犬类管理的民
声极强。昭通市规范市民养狗行为，大力治
理狗患确有必要，但“城区遛狗 3 次便捕杀”
不仅违背了《传染病防治法》《动物防疫法》
等上位法规定，也暴露了其简单、粗暴的执法
水平，亟待提高。

“禁止遛狗令”拷问城市管理能力及智
慧。引发舆情后，威信县称，正在召集多部门
研究此事，“依法依规”这个回应很及时恰
当。希望当地部门认真反思，强化法制意识，
立法限制城市养狗的法律边界，也明晰公权
力的行为边界，依法依规地处理好相关事宜，
千万不可任性，逾越法规红线。

同时加大流浪狗收容机构的建设力度和
扩大民间力量，让狗狗撒欢不撒野，利己不伤
人，另一方面，市民及相关社会组织也要通力
合作、积极配合，提升法律意识和文明意识，
文明养狗，对他人和社会负责，共建和谐安宁
的社会空间。 斯涵涵

近年来，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
与移动支付手段日益成熟的东风，加上“让突
发重大疾病的人不至于致贫返贫”美好愿景，
网络慈善快速崛起。但在高速发展的背后，
慈善组织与募捐信息平台、捐赠人、受益人之
间法律关系不清晰；部分网络慈善募捐平台
信息公开与透明度不足等问题随之而来。

（11月16日《法治日报》）

网络慈善发展迅猛，中国社会保障学会
发布的《中国网络慈善发展报告》数据显示，

“网络募捐数额占全国社会捐赠总量的比例
从2013 年的0.4%上升至2019 年的4.1%。”短
短七年时间增长十倍之多，增速相当惊人，说
明网络慈善顺应信息时代的发展潮流，为募
捐者和捐款者搭建平台，通过社交裂变传播、
便捷网络支付方式，提高了慈善募集资金的
工作效率，给民众带来了方便，促使越来越多

的求助者，开始通过网络慈善模式筹集资金。
网络慈善的一大特点，就是小额捐赠为

主，绝大部分人每次只捐赠几十块钱，压力并
不大，但平台用户数量众多，汇聚在一起，就
能达到几十万元，能够满足求助者的需求。
不过，由于信息不对称，如果求助者隐瞒信
息、平台审核不严的话，就容易出现“幺蛾
子”。目前，网络慈善存在一些问题，诸如诈
捐、求助者信息不全、挪用善款、扫楼筹款、平
台争夺筹款人等，导致网络慈善的声誉下降，
频频遭到媒体和民众的质疑。

这些乱象产生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求
助者故意隐瞒、遗漏信息，有的是以募捐为幌
子骗钱，有的则是平台基于商业模式和发展
考虑，有意放松审查、纵容、怂恿所致。可见，
网络慈善尚处于野蛮拓荒阶段，缺乏行业标
准和规范性，募捐信息不透明，资金流向难追
溯，加之监管滞后，平台恶性竞争，导致网络

慈善问题频发，急需采取措施予以规范。
目前，网络慈善的行为规范缺乏行业标

准和法律制约，主要依靠平台管理规定和自
律公约，显然此种软性约束机制的力量不足，
完全凭借平台的自觉性，难以实现有效制
约。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先制定行业标准，明
确网络慈善的募捐范围、信息审核，规范募捐
行为和资金管理，同时加强相关法律建设，提
升监管水平，督促网络慈善步入规范化发展
之路。

需要注意的是，网络慈善的最终发展方
向，应是公益性为主导，不能过度追求商业
化，以免平台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将网络慈
善募捐当成赚钱工具，利用数据算法收割用
户，偏离慈善事业的轨道。因此，监管部门要
发力，对其商业模式进行审查，将其利润控制
在合理范围，对用户数据加强管理，避免出现
侵犯用户隐私、倒卖数据等行为。 江德斌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16 日通报，近
期，全国“扫黄打非”办部署广东省“扫黄打
非”部门，对“全民K歌”APP传播色情低俗歌
曲、青少年模式形同虚设等突出问题进行查
处。 (11月16日新华网)

在不知内情的人看来，K 歌应用不说是
“阳春白雪”式的应用，但也难以让人与提供
淫秽、危害社会公德内容产品等联想到一起，
拿起手机K歌，是很多网友的一种业余爱好，
通过在网络上 K 歌来展现才艺、放松身心。
可谁能想到，一些K歌应用上藏污纳垢，早已
不是简单的K歌应用。

“全民 K 歌”的问题就很典型。“全民 K
歌”软件由腾讯公司开发运营。苹果应用商
店上，该APP的介绍显示，此为腾讯官方唱歌
交友平台，已有 8 亿用户，含合唱、直播、群
聊、抢麦等多项功能。一家坐拥8亿用户的K
歌应用，而其中还有为数众多的青少年用户，
却存在涉黄、青少年模式形同虚设等突出问
题。

俗话说，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全民K
歌”拥有8亿用户，本应担起更多社会责任，
对用户负责，对社会负责，“全民K歌”却捞起
了低俗、色情的“偏门”。这严重影响了社会
风气，不利于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尤其
可能毒害广大青少年，不利于广大青少年的
健康成长，为了平台利益，不惜以牺牲青少年
的健康成长、罔顾国家的未来与希望为代价，
更是罪莫大焉。

色情等低俗信息、青少年模式形同虚设

等问题，不仅存在于“全民K歌”这样的K歌
软件，像其他的一些短视频平台、网游平台、
社交软件等，类似问题也较为常见。

此次相关部门约谈腾讯公司，责令全面
整改，并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处以顶格罚款的
行政处罚，就是必要举措。腾讯要能从中吸
取教训，深刻反省，认真整改，杜绝类似问题
的再次出现。这也给其他网络平台敲响了警
钟，都要能吸取教训，要能尽好平台责任，严
守法律底线与道德标线。

而要净化网络生态，关键还是需要监管
部门加强监管力度，比如“全民K歌”涉黄等

问题的存在早已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已受到
不少用户的诟病及投诉，如果能够更及时整
治，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对社会尤其是
对青少年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能够降至最
低。所以，监管还要能前置，要能“打早打
小”，像进行疫情防控一样，不能任由一些网
络平台“走偏”，不能养痈成患，还要加大对违
规违法网络平台的惩治力度，增加他们的违
法成本、违规成本。不能容“不和谐音”“毒
音”的出现，要及时割掉这些“毒舌”“毒瘤”，
才能更好维护健康清朗的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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