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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最怕二手房中介打骚扰电
话，如今进店咨询反而要留下一大堆信
息。”北京朝阳区清苑路，市民郭先生从
路边的一家我爱我家中介门店走出。
他有点担心：留下的这些信息表面看是
为了疫情防控，但实际上会不会有泄露
风险。

记者走访发现，本市餐厅、银行、二
手房中介、商超在内的各业门店大多都
需要登记到访客人的个人信息，主要涉及
姓名、电话、身份证号等，大多采用纸质登
记表记录。其中一些门店对个人隐私信
息缺乏有效的管理，暗藏泄露风险。

麦当劳秋实路餐厅，门口小桌上的
登记表记着客人的姓名、电话和体温记
录。但店员都各自忙着，这张登记表也
可以被来往的顾客随意查看。

不远处，易世达广场里的屈臣氏也
在大门口摆放着顾客登记的信息。但
登记台没有店员值守、看管，记者喊了
多次，才有售货员从门店深处走来。

傍晚，荣京东街一家银行已经下
班，门口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已经不再
值守岗位，但大门依旧敞开，客户信息
登记表依然摆放在大门口的桌子上，记
者等待多时也未见有人将信息表收走。

前不久，媒体对多家涉儿童色情
信息网站存在大量会员的现象进行了
报道。经核查，这些网站均为境外网
站。

记者发现，这已不是恋童色情网
站首次被媒体曝光。早在2017年，就
有媒体对恋童网站“西边的风”进行报
道。这是一个传播销售未成年人不雅
视频的网站，经查其网站开设者以拍
摄儿童教育片为由，先后蒙骗百余名
未成年人拍摄不雅视频并销售，获利
50余万元。警方介入后，涉案3人被
刑拘，网站随即关停。

最近，记者采访发现，网络上仍存
在一些个人账号，对该类视频进行传
播和贩卖。

记者在网络中以“芽苗论坛”“西
边的风”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时发现，在

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上，依然存在一
些发布涉儿童色情视频的账号。这些
账号往往会发布一些图片或短视频，
并附上QQ号、微信号等联系方式。

记者联系了微博中提供的一个
QQ号，对方通过好友验证后，便开出
价格：QQ群45元，百度云网盘群30
元。对方称这是“会员费”，支付费用
后，即可进入群内获取“精品资源”。
记者付款后，就被拉进了一个只有几
人的QQ群，名为“精品群”。

随后，对方在群中发布了一些小
视频，并承诺每天都会在群中更新。
随后，记者被拉进了一个百度云群，其
中每天也会有人上传一些同类视频，
内容多为涉及未成年人的不雅视频。

记者询问对方是否是自己拍摄制
作时，未得到回复。经了解，在这个圈

子里，未成年少女被称为“萝莉”，少男
则被称为“正太”。在这些不雅视频标
题中，往往会注明拍摄对象的性别和
年龄。其中，最小的“正太”只有11
岁。随后一周时间以来，“精品群”内
几乎每天都有人上传相关视频。

记者注意到，在对方的QQ空间动
态里，还写着提供“ZT（正太）介绍”服
务。对方表示，如果向其支付400元，
可以帮助约到附近的“正太”。对于如
何能联系上“正太”，对方则拒绝透露。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
姚建龙教授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我
国法律对色情信息的制作、贩卖等都
是禁止的，但在立法层面还没有把涉
儿童色情信息传播制作单列出来明确
进行从重、从严处罚。

江苏诺法律师事务所樊国民律师

表示，涉儿童色情信息网站及“生意”，
是一个多环的犯罪产业链。

涉儿童色情内容地下链条猖獗发
展的背后，有几个原因：一是国内缺乏
一套行之有效的发现、预警、监督、举
报和治理机制，相关法律法规的有效
性和专门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其次是
打击的困境——取证、认定及执法，存
在一定的难度。比如说，这类非法网
站和论坛往往将服务器设在境外，但
是由于国内尚未建立起不同国家地区
之间高效的司法协作体系，追踪这些
境外服务器就变得很困难。

樊国民建议，除了在立法中作出
明确规定，推动完善立法保护精细化、
严格化外，对网络平台而言，还要完善
自查机制，畅通举报渠道，充分利用技
术筛查和人工干预。 据中国青年报

你的个人信息正被路人随便看
疫情期间，顾客进店登记成“标配”，暗藏泄漏风险

从餐馆到商超、银行，甚至是二手房中介，门口都摆一张小桌、放一
摞登记表，顾客进门前都得详细写下姓名、电话、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
——这成为各行业复工迎客的“标配”。但这些牵扯客人隐私的信息最
终去了哪？有没有得到保护？记者近日走访发现，一些商超、餐馆、银行
的门店虽然为疫情防控做登记，但却出现个人信息登记表随意摆放、无
人看管的现象，暗藏泄漏风险，也让市民直呼担心。

写满了姓名、电话、身份证
号等隐私信息的登记表最终去
了哪？

多家物业负责人说，信息收
集后全由门店自己负责保管，但
对于之前积累下来的登记信息
如何处理和定期销毁，目前相关
部门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针对疫情期间个人信息的
保护，中央网信办曾在2月9日
发布《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
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
通知》，明确为疫情防控、疾病防
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
他用途；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被
收集者同意，不得公开姓名、年
龄、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除
授权的机构外，其他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以疫情防控、疾病防治
为由，未经被收集者同意收集使
用个人信息。

但在具体执行层面，普通商
场、二手房中介、餐馆到底有没
有权利以疫情防控为由登记顾
客信息，还值得相关部门进一步
明确。

“疫情刚开始时，很多地方
为保险起见大面积登记信息；但
如今疫情防控已常态化，如此大
面积地登记隐私信息迫切需要
一套标准了。”中国电子技术标
准化研究院专家何延哲说，店家
需登记哪些信息、所登记的信息
如何保管、隔多久就可以销毁，
应该一一明确，堵上隐私的安全
漏洞。

需要提醒市民的是，上述通
知已提出，任何组织和个人发现
违规违法收集、使用、公开个人
信息的行为，可以及时向网信、
公安部门举报。

据北京日报

“信息收集上来，主要是为
了发现店内曾经有确诊病例到
访，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密切接触
者。”九龙山地区一家餐厅负责
人陈旭（化名）向本报记者解释，
在开放堂食后，也常常有顾客询
问登记的这些信息究竟有何用
处、如何保护，但他只能以自己
的信誉保证。

CBD 某大厦物业负责人
介绍，越来越多餐厅恢复了堂
食，因此要求店家做好信息登
记。未来依据监控录像查找
密切接触者时，登记表能发挥
作用。

不过，面对可能存在的隐私
泄露风险，一些顾客也有“对
策”。记者走访发现，很多地方
的登记表信息格外潦草，甚至出

现身份证号、手机号位数不够的
情况。“正是因为担心泄露，所登
记的信息中一般只保留一项是
准确的，其他信息都尽量避免留
真实的。”市民蒋女士不解，一般
留下手机号就能找到本人，为什
么非得再留下身份证号？

考虑到纸质登记表不易保
存，一些企业和政府部门也推行

“小程序”、APP等措施。在工
商银行北苑家园支行，办理业务
前都得扫码进入小程序登记，除
了上述信息外，甚至还需要填写
家庭详细住址；身份证号与手机
号得通过后台认证后才能进
入。但也有信息安全专家提醒，
这种“网上登记”更应当小心数
据安全，一旦遇到数据泄露影响
面更广。

为啥登记？方便查找接触者

商家自留，如何销毁没规定

登记信息无人管？路人都能看

涉儿童色情信息为何屡禁不止？
律师：缺少发现和预警机制,立法空白、取证困难成网络传播监管难题

顾客到店咨询要先登记个人信息新华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