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话漫说〗

“蹭光”
□李嘉 近日，一段“96岁奶奶坚持摆摊三十年”的视频刷屏。很快，数十名网络主播赶来，将奶

奶摊位团团围住。奶奶很不开心，表示不想走红，也不想被围观。网络主播浮躁捞钱的心
态，与奶奶踏踏实实摆摊三十年形成鲜明对比。蹭96岁老人流量，不觉得脸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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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人脸识别成为“黑产”新觊觎之地

自上海首开先河，启动全
民垃圾分类运动以来，各个城
市打响全民垃圾分类“阻击
战”，我市也不例外，不仅早早
地响应号召在全市范围内启动
城乡垃圾分类工作，推广“全域
启动，试点先行”的策略，还不
断进行公共区域（如道路、公
园、以及公共机构如政府部门
等地）的垃圾分类设施建设并
逐步完善垃圾处理系统，配套
链条，以及对市民垃圾分类意
识的普及工作。令人遗憾的是，
从垃圾分类运动正式开展以
来到现在，笔者所看到的垃圾
分类，和真正的垃圾分类相去
甚远。该篇报道中的垃圾分类
宣传亭里没有分类垃圾箱的情
况也并非个案，有的初建宣传
亭的时候摆放了分类垃圾箱，
没过多久，垃圾箱被移走了。

虽然说，垃圾分类已然成
为一种新时尚，也在悄悄地融
入我们的生活，可新时尚并未
真正成为好习惯。以笔者所居
住的小区为例，以前每个单元
入口处就摆放两个垃圾桶，如
今每个单元入口处放置四个垃
圾桶。其实，居民们都知道，应
该把不同的垃圾扔进不同的垃
圾桶内，但事实是，大家依旧将
垃圾扔进同一个垃圾桶，还不
忘自我安慰“反正来拉垃圾的
人也要归在一起”，更有甚者美
其名曰“为垃圾清运工减轻工
作量”。

大家都希望生活环境得以
改善，推行垃圾分类工作任重
而道远，需要我们携起手来，持
之以恒，让更多的人养成垃圾
分类的好习惯，朝着更绿色的
方式发展和生活。

〖百姓说话〗

垃圾分类不能只是嘴上说说
□张莉萍（本报） 近日，市民田先生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反映，市中区部分道路的路边设置了分类
垃圾宣传亭，但亭内空空，没有设置分类垃
圾箱，市民只能看些垃圾分类知识，却无法
扔垃圾。（《枣庄晚报》3月2日）

与以往的身份信息或求职
简历被批发售卖相比，作为生
物特征的人脸识别信息被泄露
被盗卖，后果会更严重——这
威胁的，不仅是民众的财产安
全，还有人身安全。

站在受害者角度来说，这
给普通人拉响了警报：对于人
脸、指纹等生物信息，个体再警
惕都不为过，换句话说，在日常
生活中要提高防备级别，任何
生物信息都不能轻易让渡出

去。
但光让普通人提高防备还

不够，打击人脸识别“黑产”，更
要祭出法律武器。

相关法律明确规定，未经
用户同意买卖个人信息涉嫌构
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有关
部门不妨顺着社交平台、暗网
上的这些线索，主动积极打击
这些“黑产”卖家，有一例就打
击一例，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

在此过程中，部分社交平
台显然要发挥应有的监管作用
——通过技术手段，及时监控
到这些“黑产”卖家的交易信
息，采取封锁账号、设置黑名单
等措施，该移交线索的也绝不
袖手。

针对人脸识别技术的滥
用，包括人脸识别数据采集后
的用途、去向问题，去年10月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发布的《个
人信息保护法（草案）》还曾对

此作了规定。接下来，法律跟
监管层面有必要扎紧篱笆，对
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提高准入
门槛，抑制某些人动辄收集人
脸信息的冲动，特别是某些
APP 注册环节，也对人脸数据
使用进行更严格的管理。

说到底，从滥用到倒卖，人
脸识别不该成为“黑产”的新觊
觎之地，人脸信息也不该成为
很多人垂涎的唐僧肉。

个人信息泄露“黑产”，又多
了“人脸识别”这一项。据新京报
报道，在一些社交平台和境外网
站中，一套包含身份证照片及点
头、摇头、张嘴的视频，正在以每
套150元的价格被大量买卖。不
少卖家打包票称，所售验证视频
能通过大多数APP平台验证流
程。

□和光

之所以微信早早就设计了
屏蔽这一功能，正是看到了强烈
的现实需求——很多年轻人不
愿有些群体看到自己的朋友圈
内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父
母、老师和领导。他们都是长
辈，与年轻人的志趣、爱好和习
惯迥然不同，却都有干预自身工
作和生活的可能。于是，干脆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发送部分信
息时将特定群组屏蔽掉。

就像网友所说，不小心弄伤
了手，发个朋友圈，目的不过是
自嘲一下。可父母看到了，可能
立刻打来电话关切问询：“怎么

那么不小心？严不严重？什么
时候能长大？我都说过你多少
次了，一个人出门在外……”这
的确是爱，却也很难叫人不烦，
与其时刻担心哪条内容招来这
些无尽的唠叨，不如干脆屏蔽掉
省事。

中国的很多父母，即使在孩
子成年后，依然很难与他们保持
一种合适的距离，在孩子看来，
有些过度关心不啻于一种打扰
和负担。在很多父母那里，朋友
圈几乎是自己了解成年孩子唯
一的一扇窗——工作和生活情
况、思想动态与感情波澜，事无

巨细都牵动着他们的神经。
当爱成了负担，逃离就在所

难免。这也是当代年轻人自我
意识和权利意识增强的表现，他
们更有边界感，不愿自己的私生
活被任何人窥探，进而受到可能
的干预。作为被屏蔽的一方，也
不必小题大做，这未尝不是一种
另类的关爱与尊重。与其埋怨
对方屏蔽自己，不如反思一下，
究竟是自己太脆弱和敏感，还是
日常交往缺乏分寸感和界限感，
抑或是干脆扪心自问——我愿
意向所有的微信好友袒露心扉
吗？

〖网言个论〗

朋友圈屏蔽父母未尝不是爱与尊重
□宋鹏伟 你会在朋友圈屏蔽父母吗？就这一话题媒体记者在光明日报微博进行了一个小调

查，截至4月5日，有26.8万人阅读了这一话题，1563人参与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63%的人会在朋友圈屏蔽父母，20%的回帖表示会屏蔽老师和单位领导。（4月13日《光
明日报》）

〖微言大义〗
@胡欣红#点赞局长跳

舞，教育不妨放轻松#
近日，一段校园霹雳舞视

频引发关注。视频中一中年男
子身穿白色外套在台上表演霹
雳舞，台下不时响起孩子们的
尖叫和欢笑声。为高三学子跳
舞的是四川犍为县教育局局长
段礼富。看着视频中有模有样
的舞姿，网友们纷纷评论。

为局长即兴跳舞点赞，并
不是希望所有领导都来“抄作
业”去跳上一段。只要真正开
启“走心”模式，每个教育官员
都可以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去亲
近学生。

@李真文#拍照搜题APP
营销当规范#

手机一拍，答案就来。近
年来，拍照搜题 App 成为很多
在线教育平台的引流工具。“用
户体验”越来越好，使得不少学
生群体对其产生了高度依赖。
与之相伴的，是持续升温的争
议：此类 App 到底是帮助孩子

学习还是助长了他们的惰性？
部分专家和教育界人士认

为，当前拍照搜题 App 的功能
还在不断升级，在学生中的渗
透率持续走高。在此背景下，
有必要对其作用进行反思，对
其营销推广进行规范。

@黄云峰#老旧小区改造
也要翻新老旧观念#

近日，福建省住建厅出台
政策，从改造范围、实施方案、
资金使用、工程管理、机制建设
等 5 个方面列出 21 条负面清
单，规范老旧小区改造。

老旧小区改造事关居民的
切身利益，牵涉面广泛，涉及资
金多，因此，在具体落实中要稳
妥推进，确保把好事办好。应
当把改造工作改到小区居民的
心里去，不断唤醒居民的公民
意识、社区意识，增强他们呵护
良好生活环境的自觉性，让小
区居民自愿参与到小区治理中
来，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良好
环境。

〖今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