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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直说 ＞＞ 老 穆

昨日，《大同晚报》报道的一起案例发
人深省，颇多警示。

天镇县居民裴某某经朋友介绍加入 3
个微信群，群内每天发网址链接，群友纷纷
刷单赚取服务费。为了赚得更多，裴某某
还用丈夫赵某的手机登录链接刷单，殊不
知链接的网址为网络电信诈骗软件。

警方发现，裴、赵二人登录涉诈域名近
千次，存在高危潜在受骗风险，民警通过电
话、家访等方式，先后 5 次劝说均未成功，
便将其带到派出所说服教育。知晓电信诈

骗的危害后，夫妻二人积极配合，在 3 个微
信群发布了刷单诈骗防范宣传通告，提醒群
友小心上当受骗，同时主动退群清除网址，
还帮民警劝阻同村曹某某停止了刷单行为。

我们为警方的尽职尽责点赞，也为这
些网友能够及时避险庆幸。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愈演愈烈，五花
八门的骗术、形形色色的伎俩在不受时空
限制的网络中暗流涌动，网民被裹挟其中
不明就里，稍有不慎就会中了圈套、跌进陷
阱，不但财产遭损，而且身心受害。

微信、网络刷单是常见的电诈种类。
“ 足 不出户、日入斗金”“点点鼠标、轻松赚
钱”……不少想赚钱的青年男女将网络刷单
作为兼职，一些城市主妇、农村居民也禁不住
诱惑而上网、入群“刷刷刷”，谁知到头来挣钱
不成，反而陷进骗子步步为营的圈套。

好多此类骗局，人们在上当受害之后
才看清真相。究其原因，除了犯罪分子手
段诡异、很难识破，也与公众法制观念淡
薄、防范意识不强直接相关。

为守护好百姓“钱袋子”，公安机关不

断加大防范网络电诈的力度和覆盖面，从
中央到地方，从公安部到派出所，全国上下
已形成一个多领域、全方位、立体化的打击
格局，构筑起一堵严密“防诈墙”。

警方反电诈专项行动和相关活动持续
深入推进，宣传教育作用、普法警示效果不断
增强，有助于提升公众的认知度和警惕性，与
此同时，需要每个人自觉提高思想觉悟，熟悉
法律法规，摒弃侥幸心理，拒绝“馅饼”诱惑，
时刻保持理性，让防范电诈入心入脑，让电信
网络诈骗无处遁形、无机可乘。

新华热评 罗沙 白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
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8 日公布，保护每个人
的“人脸”安全，维护你我人格权益，从此有
了一部重要的司法解释。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人脸识别技术越
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移动支付、安保等领域，
甚至开始渗透到百姓生活方方面面，给个
人信息保护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有的经
营场所背着消费者偷偷收集人脸信息，有
的居民小区强制采用“刷脸”进门，甚至还
有人在网上公开售卖人脸信息……由此引
发的纠纷日益增多。

作为生物识别信息，“人脸”的社交属
性强，易被采集，更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
性，一旦泄露危害极大。民法典明确规定，
处理个人信息应征得该自然人或其监护人
同意。要保护好“人脸”安全，完备的法律
法规体系必不可少。

从规制经营场所滥用人脸识别技术，
到明确商家不得用捆绑授权等方式强迫用
户同意处理人脸信息，再到明确不能强制
将“刷脸”作为出入小区的唯一验证方式，
最高法此次出台的规定回应社会反应强烈
的一系列问题，有望为民众维护合法权益
提供更加权威的依据。

人脸识别，事关人格尊严，也涉及公共
安全。为了平衡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这份
规定还明确了使用人脸识别不承担民事责任
的情形，比如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为
依法依规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维护公共安全、
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夯实法治保障。

期待有关部门严惩各种侵犯包括人脸
信息在内的个人信息违法犯罪行为，社会各
方严守法律法规、严管个人信息处理，让公众
不再为自己的“脸面”担忧。 据新华社

让公众不再为
自己的“脸面”担忧

有感而发 ＞＞ 毛同辉

杨倩在女子 10 米气步枪比赛中夺得
首金，廖秋云在举重女子 55 公斤级比赛中
获得银牌，张雨霏在女子 100 米蝶泳比赛
中获得银牌，魏萌在射击女子双向飞碟射
击决赛中获得铜牌……激烈紧张的东京奥
运战报频传。可喜的是，赛场外，人们在热
情关注金牌得主的同时，对那些获得银牌、
铜牌以及没有获得奖牌的运动员也同样不
吝点赞喝彩，“奥运的美丽不止金牌和冠
军”“你们都很棒！是我们的骄傲！”

是啊，在奥运盛会的领奖台上，闪光的
不只是“金子”，每个名次的取得，因为同样
浸润着备战的汗水和泪水，同样凝结着勇
于挑战、拼搏进取的可贵精神，同样实践着
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价
值理念，所以同样熠熠生辉，光耀人心。

金牌作为比赛中的一项至高荣誉，人
人歆羡、备受关注。但是奥林匹克的意义
并非仅仅体现在金牌上，而更在于让人们
从比赛中感受竞技运动的力量之美、速度
之美，感受选手们在奋力拼搏、为国争光中
展示出的精神魅力、人格光芒，享受体育运
动本身带来的快乐和精神的熏陶。

更何况，赛场风云变幻，存在许多偶然
因素，今天的银牌、铜牌得主，明天就可能站
上金牌领奖台。像在东京奥运会混合团体10
米气手枪决赛上，为中国代表团拿下开赛以
来第七枚金牌的“最萌年龄差”组合姜冉馨/庞
伟，在此前进行的个人项目上，就都是各自获
得了铜牌。这证明，银牌、铜牌虽不如金牌来
得闪亮，但并不代表技不如人。

人们“金牌”执念的逐渐淡化，反映的是
社会心理的日愈理性和成熟。正因如此，人
们才能更充分地享受竞技运动带来的快
乐，更深刻地感受奥林匹克的精神之光，更
深切地体会体育赤子们内心炽热的爱国情
报国志。

让我们继续关注奥运，为每一位奋力
拼搏在奥运赛场上的健儿加油，为每一个
成绩喝彩！ 据新华网

逐梦奥运
闪光的不只是“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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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一刀默一刀
不赏脸不赏脸

前段时间，江苏常州市一些社区
的居民被强行要求安装“人脸识别”微
信小程序，并要求上传人脸照片，输入
家庭住址、手机号码和身份证号码等
详细信息，否则，业主将无法刷脸打开
门禁系统顺利进入小区。然而，对有
关方面的“好意”居民并不赏脸，反而
引来强烈抗议。

原来，该微信小程序由一家企业
开发，居民担心个人信息被滥用或泄

露。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采集个人信
息应提前告知并征得同意，而且必须
加强监管，严格数据运用范围。

近年来，强制加装“刷脸门禁”的
事情各地多有发生，居民大多不买账。

“人脸识别”百姓不赏脸，警示有
关方面要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还要
认真评估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安全风
险。要积极转变思维，变“为民做主”
为“让民做主”。

防骗反诈，需“警醒”亦需“自省”

新华微评 ＞＞ 辛 云

一针见血 ＞＞ 郭艳慧

近日，河南暴雨、东京奥运会相关热
点事件中舆情汹涌，又见网络暴力倾向抬
头，正常参赛的运动员、正常经营的企业
都不同程度受到伤害。

国货品牌鸿星尔克为河南捐款 5000
万元受到网友关注并引来“野性消费”，一
些网民宣泄激情之余，却跑到同行企业直
播间发布“逼捐”等攻击性言论，将正常经
营的主播骂到痛哭离场；东京奥运女子 10
米气步枪比赛中，中国选手王璐瑶未进决
赛在微博道歉，却被网民指责“失败了还
有心思晒自拍”“自拍穿的是睡衣”，铺天
盖地诉诸语言暴力……

上述网络暴力事件中，一些人发布攻
击性言论同时不忘祭出“爱国”“慈善”等

冠冕堂皇的名义，殊不知真正的爱国与
慈善绝不是偏狭与仇恨，更有一些人不
过是为了宣泄情绪图口舌之快，当然也
不乏在键盘上“大义凛然”、在现实里“岿
然不动”之辈。在过激言论与行为背后，
相关企业正常运营受到影响，给运动员
造成了额外的精神压力，也误导了正常
的舆论走向，转移了事件中公众的视线
重心。

同时，在奥运热潮中，某些营销号为
蹭热点转而开始制造对运动员颜值身材
的讨论，造梗迎合大众，过度娱乐化消解
了体育比赛的关注焦点，一些刻意制造的
热搜信息明显带有恶俗意味，网友的调侃
性评论难免给运动员带来不适。这些肆

无忌惮的议论，无视体育赛事的严肃性，
同样是网络空间的污泥浊水。

不管是对企业捐款的强势干预，还是
对运动员的刻薄指摘或是娱乐化讨论，都
已偏离了事件原有的关注焦点，类似的
越界言论都应当引起平台和监管部门的
重视，对于一些兴风作浪的营销号等应
及时出手依规惩戒。作为网络空间的个
体，更应该少一分冲动，多一份理性，少
一些“激情”发言，多一些实际行动，不要
在滔滔言论的裹挟中忘记了爱国与慈善
的初衷。我们相信，关注同胞、支持国货、
关注奥运健儿的爱国行为，应该有更好的
表达方式。

据半月谈微信公号

在部分短视频平台，一些所谓“情感主
播”打着“调解”幌子，编造匪夷所思的“悲
惨”故事吸引眼球，实际上是为了带货售
假，坑了不少受众尤其是中老年人。

假调解，真骗局，如此套路害人不浅。
直播当有底线，带货更应守法。

《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明确
规定，禁止直播者发布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信息，欺骗、误导用户。对那些“卖惨带货”的

“戏精”们，不能听之任之。 据新华社

“卖惨带货”的戏码
该凉凉了

不能任由网络暴力披着“正能量”马甲肆意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