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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政法微信影响力排行榜和浙
江政法微信十大热文榜完整榜单，可扫
二维码查看。

冲榜电话：0571-87054477；QQ：
512864451。

新鲜组建QQ群，快来加入

四、司法行政篇
司法行政榜，“浙江监狱”再次入榜，获得第二名。“浙江女监”获得第三名。
热文榜，“浙江监狱”的《省二女监选美啦》夺得榜单亚军，看到标题，大家会以为是女

监开展选美活动吧，点进去一看，其实是寻找最美声音，这满满的套路是不是让人又爱又
恨呢？“浙江女监”的《我的妈妈是警察》获得第三名，文章中，小朋友们向警察妈妈表白的
内容打动了很多人。

三、检察院篇
本期检察院榜，“温州检察”获得第一名，“绍兴检察”获得第二名，“椒江检察”获得第三名。
热文榜，“温州检察”的《温州市检察院召开全市检察工作会议，部署下阶段工作任务

【第314期】》和《【检务动态】厉害了，word检察院！温州市检察院竟这样给检察工作做“+”
法?!》分别位列一、三名，这周“温州检察”走的是工作路线呢！“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检察院”
的《非法微整形 实是真毁容——浙江省丽水市发生一起非法微整形致人面部毁伤事件》
获得第二名。

二、法院篇
法院榜，时隔多期之后，“路桥区人民法院”再次入榜，并夺得榜首。一直以来的“老大

哥”“富阳法院”，依然保持强劲的竞争力，夺得亚军。“丽水法院司法服务平台”获得第三名。
本期热文榜大改“老赖”霸屏态势，“路桥区人民法院”以一篇《吃货们都震惊了！路桥

这家烤鱼店竟然使用“口水油”，老板夫妻被判刑！》曝光类热文获得第一名；“浙江天平”的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原在马塍路……》位列第二名，引人入胜的标题，少女心
满满的故事，你能想象的到这竟然是一篇招聘文吗？“玉环法院”的《老赖曝光 | 被执行
人曝光名单第七十六期》获得第三名。

一、公安篇
本期公安榜，“温州交警”获得58万+阅读总数，以绝对优势夺下冠军。“金华公安”和

“萧山公安”继续保持前三地位，分别获得第二三名。
公安热文榜，前三均被“温州交警”拿下，《赶紧看！中央媒体大伽们在温州公安体验了

什么全国最酷的“真功夫”》夺得第一名；两篇交通类提醒文章《千万别做这些事！轻则被扣
12分，重则吊销驾照、终身禁驾》和《车子亮油灯了，到底还能跑多远？95%的人都不知道！》
分别排名二三位。公安榜前几名中，“温州交警”发布的文章总数并不算多，但获得如此成
绩，看来文章贵不在多，而在于精。

见习记者 包炜玮 文 本报记者 俞晟 技术支持

自古深情留不住，总是套路得人心。纵观本期排行榜，小编可是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不管是标题还是内容，各家小编，你们的脑洞还好吗？言归正传，本期政法微信排行榜都有哪几

家微信公众号上榜了呢？跟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小编再次提醒大家：后台持续监测，一旦发现刷票情况，将不留情面，点名示众，并暂时取消该公

号的上榜资格。总之，杜绝刷票行为，鼓励用心原创。
另外，欢迎大家加入本报组建的浙江政法微信协作群（QQ群号457362088，

加群请扫二维码），不仅可以交流夺榜经验，还有机会获得每周的榜单推介。

脑洞开得大，还怕不上榜？
浙江政法微信排行榜第98期

浙江政法微信协作群每周推介
“绍兴检察”

“绍兴检察”是绍兴市人民检察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其主要功能是发布检察新闻，深化检
务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供法律服务。

《人民日报》倪弋

日常生活中，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经历：刚预定了一套房子，各种
装修公司和私人贷款的推销电话就接踵而至；网上订购完机票，旅
店预定、接送乘机等服务信息就纷至沓来；一些APP如同安装了“千
里眼”，竟能准确定位和区分家庭和单位地址……这些骚扰仅是“初
级危害”，个人信息的泄露更为电信诈骗等活动提供了犯罪土壤。

社交网络不加区分“晒”个人信息
给不法分子带来可乘之机

据有关媒体报道，财务工作者肖女士就曾接到自称是其老板
的QQ好友申请，对方与老板的常用QQ头像、状态、个性签名等
一模一样，就连聊天语气和说出的基本信息也与老板毫无二致，肖
女士信以为真并按对方要求汇款数十万到其指定账户。经调查，
原来肖女士的老板总是将个人喜好和日常活动等“晒”到QQ上，
犯罪分子轻易搜集信息后便模仿肖女士老板行骗得手。

“很多时候个人隐私泄露，其实源于自身保护意识差。”在
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安全工程学院教授蒋兴浩看来，过度的网络
社交就是典型例子：有的人动辄将各种个人信息不加区分地

“晒”到QQ、微博和微信等社交网络，不法分子不仅可轻松获
取，还能将其拼凑、整合成“精准用户画像”以进行不法活动。

“鉴于个人信息泄露的复杂性和隐匿性，把希望主要寄托在通
过法律进行事后打击和治理，并不是长久之计。”中国青年政治学
院副校长、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林维认为，个人信息侵害行为
的发现和查处难度明显大于传统犯罪，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

立法、执法多管齐下
加大对侵犯个人信息安全犯罪打击力度

将于6月1日施行的网络安全法，不仅首次从法律层面确
立了一般意义上的“个人信息”概念，明确了公开收集、使用的
规则，还规定了公民在个人信息被使用过程中享有知情权、删
除权、更正权……这为进行更加系统化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奠
定了良好基础。

在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理念同样得
以凸显。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
护。“民法总则不仅明确将‘个人信息’作为重点民事权益加以
保护，还让保护贯穿于‘收集、利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出
售’各环节，在此基础上，刑法等其他法律、法规也可从不同角
度织就更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网’。”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
究员孙宪忠认为。

近日，两高出台司法解释，针对刑法第253条规定的出售、
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明确了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和相关量刑标准，并通过严惩“内鬼”、

节制“人肉”搜索、明确设立网站和通讯群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行为的定性等新举措，降低入罪门槛、扩大惩罚范围，切实提升
刑法对侵犯个人信息安全犯罪的打击和惩戒力度。

完善个人信息使用标准
政府、行业、个人要形成保护合力

今年3月，快递行业内企业自发组织的快递实名制信息安
全联盟成立。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达瓦认为，

“这一举措一方面能够帮助物流公司按国家制度法规进行实名
制实践；另一方面，通过隐私电子面单技术帮助电商企业对用
户个人信息进行有效保护。”

林维建议，除了行业自律，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应尽快出台
部门规章、规范，并细化个人信息搜集、使用、披露等方面的具
体标准，助推形成健全的业内“他律”机制。

在林维看来，频频发生的个人信息泄露事件，有不少发生在现
实生活中，比如金融、电信、交通和物流快递等线下渠道。因此，保
护个人信息安全，还需线上与线下各环节、多领域综合施治。

多位专家认为，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应
将其置于现行法律的规范和保护体系中，通过强化公民自我防
范意识和完善行业自律机制，加强事前防范；同时强化行政、司
法部门的执法和监管，完善事后惩戒机制，最终形成保护个人
信息安全的合力。

保护意识差，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

管住信息裸奔，该从何处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