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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迪

“种完麦子，我就往南走，去

西双版纳，过个冬天”——不久

前，一位来自河南安阳 64 岁的

阿姨，在网上连线一名博主，咨

询“出去转转”需要花多少钱。

她说自己有一辆三轮车，还有

5000 元积蓄，准备种完麦子就

往南走，去云南西双版纳过一个

温暖的冬天。近日，在热心网友

的护送下，“麦子阿姨”已顺利到

达西双版纳，在澜沧江边的一家

酒店经过培训后作为保洁员上

岗了，开启“以工换宿”的旅居生

活。

起初，或许没人预料到，一

句“种完麦子，我就往南走”这句

朴素的话能够引发一场“蝴蝶效

应”。“我就往南走”，是一名农村

阿姨的美好心愿，而多地热心网

友制定的“接力护航计划”则是

用善意浇灌美好，最终让这份心

愿落地开花。

与此相似的是，近日，一位

来自山东的阿姨从北京看完病

后骑着电动自行车返程，沿途有

不少爱心人士为她免费充电，但

她充电后还是坚持支付电费。

此事经一些博主发布后，更多热

心人士加入护航，最终帮助她顺

利回家。日前，这位阿姨通过志愿者发布

视频，向广大网友致谢并报平安，“我已到

家”。

这种“让美好持续发生”的善意力量，

直抵人心。网友围观“护航计划”也好，直

接参与沿途护送也罢，为何大家热衷于此

并乐见其成？想来，人们都是对美好的事

物心向往之，希望美好常在。某种角度看，

以举手之劳成全别人的心愿，也是在成全

某个时段、某种状态下的自己。

对于“出去走走”的想法，“麦子阿姨”

没有因为上了年纪就“算了”。网友为此深

感动容——麦田是家庭，是本分、责任，甚

至是“眼前的苟且”；“往南走”是给心灵放

个假、充个电，是给自己一个热烈地拥抱生

活的机会，是“诗与远方”。

去做想做的事，去看想看的景，让自己

快乐才是出发的意义。正如“麦子阿姨”自

拍的视频里所说：“看看这山，看看这水，看

看这景，多漂亮，像花一样。趁着能走动，

看看外面的世界。”

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随着生活

水平提高，奔赴山海成为很多人的“蠢蠢欲

动”。在此番善意护航的故事里，不少地方

文旅部门热情邀请“麦子阿姨”，这给我们

提了个醒：看见和支持他们的诉求，让这份

美好愿望变成美好现实，应有所为，也大有

可为。

王琦

针对个人信息被“过度采、强制

要、诱导取、违规用”的现象，越来越

多的公众、企业及政府部门已经行动起

来。近日，上海市网信办在“亮剑浦江·
2024”消费领域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专项

执法行动总结交流会议上发布成效评估

报告并透露，今年全市范围 3704 家公共

停车场全面落实停车缴费“纯净码”，24

家重点咖啡企业开展自查整改。尤其具

有高度敏感性的“刷脸”问题，全市600

余家商超门店、6300 余家酒店、1200 余

个游泳馆、健身场所、2900 余个公共厕

所已完成“强制性”“滥用化”刷脸的自

查整改。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个人信息保护

显得尤为重要。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

尤其是人脸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我们

的个人信息越来越容易被收集和使用。

然而，这种技术的普及也带来了隐私泄

露的风险。因此，上海市全面开展个人

信息保护行动，对“刷脸支付”等过度

索取个人信息行为说“不”，这一举措值

得称赞。

人脸识别技术的便捷性无可否认，但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的面部信息，这

一极为敏感的个人数据，是否得到了妥善

保护？商家和企业是否有权无限制地收集

和使用这些信息？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面部信息作为生物识别数据的一种，具有

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一旦泄露或被滥

用，后果不堪设想。

上海市网信办的行动向我们传递了一

个明确的信号：保护个人信息不仅是政府

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企业和公民应当重视

的问题。通过拆除不必要的刷脸设备，整

治“刷脸”乱象，我们看到了政府对个人

信息保护的决心。同时，政府还提供了合

规工具包，帮助企业理解并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这体现了政府在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上的细致入微和周到考虑。

当然，个人信息保护并非一蹴而就，

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努力。政府需

要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

度，确保个人信息得到切实保护。企业需

要增强法律意识，规范自身行为，不仅要

在法律框架内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更要

承担起保护用户数据的责任。公众也应增

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谨慎授权，合理使

用数字化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此轮消费领域个

人信息权益保护专项执法行动不仅是对个

人信息保护的有力推动，也为全国树立了

榜样。在数字化浪潮中，如何平衡技术创

新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问题。上海市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一

种可行的解决方案：既充分利用新技术带

来的便利，又坚决捍卫每个人的信息安全

和隐私权。

展望未来，期待更多地方能够借鉴上

海的做法，将个人信息保护落到实处。同

时，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够携手合作，共同

推动数字技术的健康发展，让“非必要不

刷脸”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准则。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享受数字化红利的同

时，确保个人信息安全无虞，共同迎接一

个更加美好、安全的数字未来。

入冬后降温期，多地呼吸道疾病高发。为更好保障儿童健康，儿科专家给出了详细的家庭用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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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立

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关于电

暖器的“妙用”引起讨论，网友纷纷晒

出攻略：烘衣服、烤地瓜，甚至还有人

“卷”起了锡纸花蛤，看起来十分美

味。然而，此类现象却令消防员们忧心

忡忡，因为这些“妙用”存在较大的安

全隐患，稍有不慎，极易引发火灾。

为了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杭州市拱

墅区消防救援站特意做了一场实验。实

验中，消防员将一个功率为450瓦的电

暖器翻倒后，在防护网上放置猪肉、腊

肉和虾。温度计显示，电暖器打开1分

钟后，设备内部的发热管中心温度就达

到了 600℃。大约 5 分钟，惊险的一幕

发生了：肉表面的油滴落到发热管上，

瞬间就产生了火花，由此形成了发生火

灾的风险。

消防员希望通过实验的方式，让更

多人意识到用电暖器烤肉、烧烤所带来

的危险性。然而，现实生活中，不少人

对于“妙用”电暖器习以为常，正因如

此，相关火灾事故的案例屡见不鲜，亟

待引起全社会高度警惕。

无独有偶，针对入冬以来，各地电

热毯火灾多发的情况，近日，北京市通

州区消防救援支队模拟电热毯加热丝断

裂进行了消防实验，结果显示，两根加

热丝接触不良，产生的温度可高达

800℃以上，能够瞬间引燃被褥里的棉

花。消防员借此提醒大家：大多数电热

毯火灾都是由加热丝发生断裂或接触不

良产生高温导致。使用电热毯时，要提

前通电加热，上床睡觉时关闭开关，最

好拔掉插销。换句话说，预防此类事故

就是要“宁过勿不及”，谨小慎微才能

确保平安。

冬季天干物燥，也是全年的火灾高

发期。11 月 22 日，国家消防救援局举

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披露，冬季火灾的

一个突出特点是居住场所“小火亡人”

现象比较突出。近五年年均接报冬季住

宅火灾 9.6 万起、死亡 697 人，分别占

冬季火灾总数 36.9%和 82%，是火灾亡

人最为多发的场所。这组数据警示人

们：火灾无情，家庭防火容不得一丝麻

痹大意和侥幸心理。

近日，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

联合发出安全提示：冬季用电、用气、

用火增多，公众注意使用燃气、燃煤安

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火灾、燃气泄

漏爆炸和一氧化碳中毒。严格落实上述

提示的要求，是我们确保自己和家人安

全的内在要求、必然举措。

杭州市拱墅区、北京市通州区的消防

员们开展实验活动，正是对上述安全提示

的生动解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震撼力

和说服力，起到了事半功倍的警示教育作

用。希望其他地方和相关部门多组织类似

实验科普活动，在喜闻乐见上做文章，在

提升实效上下功夫，将宣传教育与隐患排

查、监管执法一体化推进，加强典型火灾

案例、执法警示教育，剖析问题教训，引

导公众防患于未“燃”。

火灾猛于虎，消防安全不容任何闪

失。我们每个人都要始终绷紧“安全

弦”，主动学习消防知识，积极参加消

防演练，提升自救互救能力。无论是在

家里、工作单位还是在其他场所，都要

做到用火用电用气安全规范，易燃易爆

物品妥善处理，对各类火灾隐患坚决说

“不”，打好防范化解“小火亡人”风险

主动仗，让平安时刻相随，让幸福常伴

左右。

让“非必要不刷脸”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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