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安检摸胸算性骚扰吗？

“女可检男”涉嫌侵犯隐私

□左崇年
据了解，目前国内安检行业

大多遵循“男不可检女，女可检
男”的惯例。这样的“惯例”，在以
前一直没有人较真，所以也就被
默认正常。其实随着人们法制意
识和权利意识的增强，“女可检
男”的规矩已经过时，而且涉嫌
侵犯隐私。

虽然如今时代，不再是男女
授受不亲，但是男女有别永远是
存在的。安检员毕竟不是白衣天
使，即使“医生面前无隐私”也是
有界限的。例行安全检查，是工
作需要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公民
的人格尊严和隐私权也是受到
法律保护的。

公民享有隐私权被保护的权
利。隐私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格权
利，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
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
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决不允许任
何人出于任何目的，随意侵犯他
人的隐私。女安检摸胸有理，是阿
Q心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
男女之别。

拿安检说事

是“鸡蛋里挑骨头”

□陈孝斌
张先生因为安检摸胸，便

以权利侵害为由斥之以法律，
似乎有些将权利沦为“一地鸡
毛”之嫌，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
一个极端。

男性权利需要重视和保护没
有错，但拿安检来说事，恐怕也有
些“鸡蛋里挑骨头”。按照张先生
的理论，侵权归根结底在于摸了
胸，笔者不禁要反问，女安检员摸
了就是侵权，那么男安检员呢？同
样都是一只手触碰了身体敏感部
位，是否也要告他侵权？那么，就
要换位思考了，你当安检员摸不
摸？摸了是侵权，不摸更是侵权和
失职，而且是失了公共安全的职、
侵了所有乘客的权。

懂得保护权利是一种进步，
过度保护权利反而是一种退步。
安检摸胸说到底，不是为了摸胸
而摸胸，而是为了公共安全而不
得以为之。倘若安检设备达足够
先进，恐怕安检人员也不会多此
一举去摸这个胸。正如网友调侃
的，每天摸成百上千个胸，这摸
的还是胸吗？如此权利保护，事
实上走进了另一个极端——— 过
度自我、扭曲权利。试想，一个处
处显现过度自我、罔故公共利益
的社会，还有诚信、包容与和谐
可言吗？男性权利保护需要回
归，但绝对不应以这种方式唤
醒。否则，权利沦为了“一地鸡
毛”，反而是一种文明的消耗与
社会的退步。

男性遭猥亵 不容被忽视

□余明辉
不管是在人们的印象里，还

是社会上实际发生的实例来说，
女性是弱者，被猥亵伤害的大多
时候都是女性。久而久之，一说到
威胁，人们下意识地想到的受害
者大概基本都是女性。也正是因
为这样，男性说被女性猥亵，无疑
是奇闻，而且第一反应是这基本
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偶尔有新闻
爆出，大多时候也被认为是炒作，
不但不对受害男性报以同情，甚
至有时还从心底里鄙视受害男
人，忽略或一笑了之居多。可殊不
知，时下男性遭女性等猥亵的案
例的确是到了不得不重视和无法
忽略的地步。正因为这样，去年通
过并生效的刑法修正案(九)，明确
规定了猥亵男性也将入罪，自此
男性被猥亵有了法律惩罚依据。

尽管如此，一旦有男性遭猥
亵尤其是遭女性猥亵事件发生
时，很多人还是看戏的心态居
多，更别说对当事受害男人的同
情和支持了。也因此，在现实中
即使一些男人被猥亵了，尽管内
心很痛苦和不爽，但也羞于启齿
更别说起诉，更助长了男性被猥

亵事件的发生。
就此而言，我们不但要对本

新闻当事人张先生指证并起诉被
女安检员猥亵的勇气鼓掌，还要
发自心底地对这种打击游走在灰
色地带的猥亵男性的行为给予足
够的关注和支持。

下期话题预告

近日，北京大学考试研
究院院长秦春华发表文章

《“四大名著”适合孩子阅读
吗？》，认为四大名著以及一
些国外经典不适合孩子看，
引发热烈讨论。对此，您怎
么看？或者对这期话题您想
发表见解，欢迎您加入我们
的话题讨论群，或者发送至
邮箱：sdjbrmpl@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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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舆评

房市炽热的背景下，深圳
推出88万6平米超小户型，很快
成为话题焦点。不过，事情很
快反转，该房子不只6平米，其
实还有6平米附赠。即便如此，
相关部门还是介入检查，责令
整改。但即便是12平米，连蜗居
都算不上，只能称之为“鸽笼”
了，难怪引发舆论哗然，开发
商也因此招来无数指责之声。
其实大可不必，有需求就会有
市场，在注重“居者有其屋”的
中国人看来，“鸽笼”虽小，大
概也聊胜于无吧。

聊胜于无多少有点糊弄的
意思，但有些事天生就不能糊
弄，比如修复历史古迹。位于
辽宁绥中、有“最美野长城”之
称的小河口长城，被网友曝光
称一段一两公里的城墙被抹
平。尽管修复方案的设计者出
面解释称，该段长城的墙体如
不加固、封实顶部，再过几年，
在人们的攀爬下，将会全部倒
塌，同时表示“不存在鱼和熊
掌兼得的设计方案”。虽然说
文物保护是一件专业性很强
的事情，多篇报道都指出，修
复过程中违规使用了水泥。这
会不会给本已破败不堪的长
城带来损害？而且整个工程耗
资千万，这里面到底有没有猫
腻？这些都需要有关部门调查
后给公众一个交待。

对于上面的新闻事件、社会
现象，媒体可以报道，但要慎重
做道德批判，如果故意设局，考
验人性，则更加不妥。日前，四川
某电视台安排一位老人，在川大
华西校区门口喊“饿”，以此来纪
录人们的表现。其实，这种测验
偶然性太强，得不出正确结论。
路人无论表现得怎样，都只代表
本人，无法说明社会风气好或者
坏。这样的节目之所以出现，大
概也是制造新闻，哗众取宠。

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不
管是野蛮地修复文物，还是设
局式考察人性，都不可取，也
都是不负责任的。

尊重自然
慎做道德批判

近日，张先生乘地铁
时遇到女安检员，他称对
方安检时有用手触摸其
胸部行为，双方为此发生
纠纷。事后 ,张先生将当
事安检员及其公司告上
法庭，消息一出，立即引
发社会热议。其中有人
支持有人反对，对此，您
怎么看？

□狄凯

安全检查，例
行公事，排好
队，等待检查。

怎么胡乱摸，
摸隐私部位？

这样安检不对
吧，侵犯隐私
了。

前面的快点，后面的
排队等着呢，有什么
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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