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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建立法规定“妻子可查询配偶财产”，冲上
了热搜。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福建省妇女权益
保障条例》明确，妇女持身份证、户口本和结婚证等证明
夫妻关系的有效证件，可以依法向房地产行政管理、车
辆管理等单位申请查询配偶的财产状况，有关单位应当
受理并为其出具相应的书面材料。

相比于漫长繁琐的司法程序，“妻子可查询配偶财
产”规定为女方打开了一条简易通道，对维护妇女合法
权益有积极意义。

有人担心，这会不会构成对女方权益的过度保护？
在强调保护女方权益的同时，又该如何保护男方权益？

这一权利目前仅向女方开放，或许有其现实考量。
法律规定，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

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而在一些婚姻家庭纠纷
中，女方往往被蒙在鼓里，不清楚对方名下究竟有多少
不动产、多少银行账号，在纷争中陷入被动，难以拿回属
于自己的财产权益。而掌握了财产信息，就掌握了主
动。福建推出的这一规定，让女方更容易堵上这个漏
洞。

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女方因为要分担的家庭责任更
重，不可避免要在事业上有所分心，特别是为了要照顾
孩子，很多妇女不得不选择离开职场，当全职妈妈，全身
心投入照料家庭之中，原本就已经失衡的责任和义务的
关系就更扭曲了。男方在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上握有
主动权的普遍状况，使得“妻子可查询配偶财产”更具现
实意义。

再看得深入一点，这条规定更积极的意义在于保护
婚姻。财产信息透明，有利于家庭团结，有利于夫妻双
方建立长期的信任。

当然，查询只是为了解相关信息，为厘清共同财产
提供相关依据，并不等于默认查询到的结果都是夫妻共
同财产。至于夫妻任何一方的个人财产归属，完全可以
在婚前进行约定。

透明公开是社会治理的关键，也是家庭和婚姻稳定
的关键。保障妇女权益体现了司法照顾相对弱势群体
的精神，而人人平等同样也是司法的基本原则，那么今
后，完全可以同样赋予男方查询配偶财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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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可查配偶财产 有助婚姻稳定

18万个摄像头“失控”、实时画面付费“解码”、医院
等诸多公共场所“沦陷”……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
院发布网络犯罪案件审判白皮书，其中通报的一起“窥
私”案例看得人后脊发凉。

如今，出于安全监控、记录数据等考量，摄像头已融
入日常生活，为大家带来了不少便利。但与此同时，由
于黑手入侵而导致的非法“窥私”案例也多了起来。从
私家车内的行车记录仪被盗，到公共场所摄像头被

“黑”，再到用户“手机摄像头被远程打开”……现实版
《楚门的世界》频频上演，也引发了公众对于个人信息安
全的担忧。

相关报道显示，人为操控下的“窥私”生意背后，一
条破解监控、付费窥私的黑色产业链若隐若现，且随着
技术升级，大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势。从演进脉络
看，早期的盗录主要是提前将设备安装在某些场所，然
后定期“偷”数据。受限于硬件的隐匿性及续航能力，违

法案件并不算多。此后随着硬件轻量化、微型化，如针
孔摄像头的出现，隐私泄露风险日趋严重。待迈入物联
网时代，不法分子通过远程控制等就能轻松窃取数据，
作案方式“低风险、高回报”不说，也带来发现难、取证
难、定罪难等法治难题。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络安全也是数字生活的“刚
需”。如何打击“鼠标在手、天下我有”式低门槛作恶技
术，保护普通人免于“被窥私”的权利，无疑是一道值得
思考的课题。近年来，有关方面持续开展行动。公安部
门重拳出击，严厉打击非法生产、销售及使用“偷窥眼”
的劣行；法律法规也与时俱进，不断规范对于信息网络
犯罪案件的管辖、取证、证据审查等问题。从严监管的
同时，视频平台作为终端呈现界面，尤须加强管理审核，
绝不能为非法视频提供公共传播、牟利变现的渠道。总
之，切断黑色产业链，不能止于末端打击，需要对症下
药、多管齐下，进行全过程整治。 雨馨 来源：北京日报

保护普通人免于“被窥私”的权利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增长到近80岁，高龄老人群体
日益庞大。随之而来的，是对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护难
度不断增加，具有专业知识的长护人员极为短缺。（4月
10日《半月谈》）

当前，有的老人对养老院等机构心存排斥，不愿意
接受机构养老；有的家属因为种种原因，不放心将老人
托付给别人照顾；还有一些家庭考虑到费用支出，对专
业养老机构望而却步……诸多现实因素交织，使得居家
养老成为国人最普遍的养老模式。

数据显示，2010~2020年，我国失能老人规模从523
万人增至618万人。数据的增长，意味着照护家庭的压
力叠加。有多难？真是谁干谁知道——既要做好翻身、
洗浴、家务等日常打理，还要充分掌握老人用药、服药情
况。此外，还要兼顾病人心理，满足病人的情感需求。
这种全天候、高要求的照护，让照护者很难兼顾工作与
社交，需全身心地投入。

面对家庭照护的重压，亟需专业养护为家庭照护减
负。具体而言，就是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一则，

经过专业培训的职业照护员，既懂得科学生活照顾知
识，又具有基础护理能力，能为老人提供更加科学的专
业照护，降低用药、安全等风险。二则，通过培训的专
业护理，其交流沟通的方式方法也更容易被老人理解、
接纳。三则，让专业照护“上门服务”，在熟悉的空间
中，老人也能够更好地适应。同时，职业照护的加入，
也能将家属从居家照护中“解放”出来，缓和家庭关系、
纾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境。当前，已有多地通
过培训机构与社区联动，开展家庭照护员的职业培训探
索之路。

面向未来，构建“居家、社区、机构”协调发展的老年
人长期护理服务体系，还要在全社会的思想“松绑”中久
久为功。比如，用好社区、街道等宣传窗口通过举办家
庭照护培训、举办科普讲座等，消解公众对养老院、专业
护理与“不孝顺”画等号的认知误区。再如，组织居民到
养老院、养护培训机构参观，通过实地考察，加强面对面
交流，逐步摘掉公众对养老机构、照护人员的有色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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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照护为家庭养老“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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