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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意之间，刷脸付费、指纹验证已经
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享受高科技带
来的便利的同时，我们也将许多属于自己
的、具有唯一性的面部表情、指纹、虹膜等
生物信息交给外部世界，这些信息能够得
到妥善保存、依法使用以及定期销毁吗？

多年前，公众对留指纹等行为的警戒

阈值比较高。比如，2010年，在教育系统推
行的冬季长跑活动中，拟规定大学生长跑
要通过“指纹打卡”的方式进行验证。这一
规定引发舆论强烈反弹，公安部表态称：其
他部门是否可以采集民众指纹，没有查到
法律依据。此事遂不了了之。近9年过去
了，指纹解锁、刷脸支付、虹膜扫描等生物
识别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公众的
警戒和抵触情绪有所弱化，但是相关的立

法却迟迟没有跟进。
技术下沉使用，

很多问题便显现出
来。像人脸信息被
采集之后，到底归属
于谁？会不会变成
企业的资产，任由其
买卖？如果企业倒
闭、注销，如何依法
销毁相关生物信息
避免外泄？这些都
需要通过法律把企
业和政府权力关进
笼子里。

就在近日，美国
旧金山市通过了对

《停止秘密监视》条例所作的一些修订，条
例强调：“人脸识别技术侵害公民权利和公
民自由的可能性大大超过了其声称的好
处。”这意味着，美国第一个城市禁用人脸
识别软件将成为现实。美国参议院也正在
考虑一项监管人脸识别软件商业使用的法
案。此外，欧盟在4月初抓紧公布了AI（人
工智能）伦理指导方针，要求公司和政府机
构在未来开发AI时应遵循7大原则。

在我国既有的法律“大厦”之中，还没
有给个人生物信息留下合适的位置。首
先，目前正在编纂的《民法典》中应该给大
数据时代的民众个人信息留下位置，夯实
生物信息作为私权的根基。其次，应该明
确政府部门使用、匹配、存储民众生物信息
的权限、程序和责任。目前生物信息被普
遍用于刑事侦查、治安管理、人口治理、医
疗卫生等领域，但是并没有法律的详细规
定：如何防止被权力滥用？这方面的程序
性和限制性规定，也应尽早进入立法议
程。最后，对民众生物信息的财产性部分，
也应该作出保障，对商业性开发的目的、范
围和手段，应该有约束性规定，特别是要防
止一些科技巨头滥用民众生物技术信息库
的行为。 （摘自光明网）

民众生物信息立法保护迫在眉睫
□沈彬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
有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内涵。

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意味着要
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
在城乡二元化的发展阶段，从农村
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成为城市的新移
民，进而成为新市民。但这还只是
城乡间要素的单向流动，城市不能
仅仅成为一个巨大的要素黑洞。资
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在流入城市
后，还要能反向流回乡村，否则乡村
就会因要素流出、资源短缺而无法
持续发展。推进高质量的新型城镇
化，需要拓宽城市资源流向农村的
通道，让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再
汇聚到农村，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都市圈建设对新型城镇化发挥
着更加关键的推动作用。都市圈是
城市群的基础形态，是以大城市为
核心、与周边具有紧密人口和经济
关联的中小城市共同组成的一体化
地域空间组织。当前，我国正逐步形成“城
市群——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协调发
展——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统筹发展
的格局，都市圈正是这个格局中具有枢纽
地位的重要一环。建设以中心城市为核心

的都市圈，可以实现大中小城市协
调发展，促进城市与特色小镇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联动。建设都市圈离
不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需要完
善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布局。交通
基础设施的成熟能够实现人口分布
与产业空间分工的优化协调配置。

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尤其体现
在实现更高质量的“以人为核心”。
我国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体系的配
置仍以传统的千人指标为参考基
准，即考察每千名居民拥有各项公
共服务设施的数量、规格、面积和服
务半径等，但这是建立在社区人口
结构基本相似、从中心点出发在所
有方向上时空距离基本相同等假设
基础上的。以此为标准的服务设施
布局与实际的人口分布可能不完全
匹配，容易造成设施资源供需不平
衡。实际上，当初设定这一标准，是
受技术条件制约的无奈之举。今
天，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可以对人
口分布、时空距离进行准确分析。
实现更高质量的以人为核心的新型
城镇化，应当重新探索公共服务体
系的数量、质量与人口分布、人口结
构的耦合关系，推进公共服务体系

配置模式创新。
此外，城镇发展还需要与产业支撑、就

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相统一。这就要求实施
就业优先政策，确保稳就业增就业。

（摘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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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稚

近日，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办公厅印发通
知，决定于2019年4月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间，在
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

“守护消费”暨打击侵害
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
为专项执法行动，重点
打击侵害消费者个人信
息违法行为，营造安全
放心消费环境。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
节是，这次被要求治理
的“多发高发的重点行
业和领域”，像房产租
售、小贷金融、保险基
金、装饰装修等，基本都
属 于 骚 扰 电 话“ 重 灾
区”。可以说，将这些领
域的骚扰电话现象治好

了，对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的
治理或许就成功了一大半。

在网上检索可发现，近段时间反映骚

扰电话、垃圾短信越来越多的声音，不在少
数。有网友调侃，手机短信的唯一功能，就
是接收垃圾短信。也有网友认为，骚扰电
话数量，可能对应着经济景气指数。一些
数据可以作证。在今年的“3·15”晚会上，
被曝光的一家提供外呼系统的公司负责人
透露，利用智能机器人拨打骚扰电话，一个
机器人一天能打5000个电话，是一般人工
的10倍以上，有公司在一年多时间内所打
出去的骚扰电话就超过40亿。而《2014骚
扰电话年度报告》显示，当年的骚扰电话总
数为 270 亿。如今搭载智能机器人的“东
风”，骚扰电话越来越多已经是事实。

这道出了一个尴尬现实：在既有问题未
被有效解决的情况下，骚扰电话反倒借助新
技术完成了自我升级。不仅电话的拨打效
率空前提高，某些电话营销软件方还直言：

“没客户资源了，系统还会自动生成。”这意
味着，在手机安装屏蔽软件和系统来反骚
扰电话的“传统”做法已形同鸡肋。

事实上，从经济效益来讲，电信运营方
从来就是骚扰电话的受益者。为赚取“可
观”的电话费，某些运营商不仅积极给各类
电销公司提供优惠套餐，对异常号码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帮助电销公司“复活”
被骚扰软件拦截的号码。也就是说，在消
费者权益保障，以及相应管理责任落实，未
能对运营商形成足够压力之前，囿于经济

效益的诱惑，其解决骚扰电话问题的动力，
其实严重不足，甚至还可能充当“内鬼”。
而在当前的网络流量时代，通话、短信市场
日益萎缩，“骚扰”电话、垃圾短信可能愈发
成为电信运营方的营收工具。所以，寄希
望于运营商主动向这种灰色收入切割，并
投入更大的资源去升级屏蔽技术，显得不
切实际。

但骚扰电话并非不可治理。国外的
“谢绝来电”机制时常被拿来作为他山之
石。如在美国，明确不愿接听营销电话的
电信用户，会有专门的注册登记渠道，一旦
营销企业或个人违反规定对这类用户造成
了电信骚扰，用户可通过《谢绝来电实施法
案》获得保护；依据电话营销与消费者欺诈
及滥用防范法，对不法分子电信诈骗行为
可处以超过10万美元、监禁多年的处罚；企
业如若违规拨打，最高将会被处以每次1.6
万美元的罚款。

中国未必一定要照抄国外的“谢绝来
电”机制，但国外的经验至少证明，骚扰电
话是可以被有效治理的。今年全国两会透
露，搁置多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已被纳入
本届立法规划。它能否给骚扰电话治理扫
清障碍，或许值得期待。

而就现实来看，打造属于中国的“谢绝
来电”机制，不应该再拖了。

（摘自上观新闻）

近日，由4名尼泊尔测量人员组成的团
队从加德满都出发，前往珠穆朗玛峰南坡
大本营，开始自主测量珠峰高度。据尼泊
尔测绘局提供的信息，队员携带全球卫星
定位系统，将用传统方法和现代科技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测量。他们和辅助团队需要
至少40天才能从南坡大本营抵达峰顶。

作为喜马拉雅山主峰、世界第一高峰，
珠峰到底有多高，一直受世人关注。自从
1852年英国人用大地测量的方法从印度测
得珠峰高度为8840米，并首次确定珠峰为
世界最高峰，给珠峰“量身高”这一伟大而
艰巨的任务就再也没能停下来。目前尼泊
尔认同的珠峰高度为8848米，是印度测量
局1954年在1852年测量基础上重新测定的

结果。我国最近一次珠峰测高是在 2005
年，之后公布的高度为8844.43米。

“我国2005年测定的珠峰高度，是我们
用测得的珠峰雪面高度减去了测地雷达测
出雪层和冰层的厚度，得到的珠峰岩石高
度。”亲历过2005年珠峰测高的国家基础地
理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陈现军告诉记者。

珠峰雪面高度怎么测？陈现军介绍，
当前珠峰测高采取经典和现代手段相结合

的方法，基本上把能想到和做到的手段都
纳入技术方案，比如利用GPS（全球卫星定
位系统）测量、北斗卫星测量、重力测量、水
准测量等。

2005年珠峰测高中GPS测量包括青藏
地区地壳运动 GPS 监测网，珠峰地区 GPS
控制网，珠峰峰顶高程 GPS 联测。三种
GPS观测网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是这
次测量的一个显著技术特点。

“利用北斗卫星，我们做了气象方面的
观测，从细节上综合考虑了测量过程中温
度、气压等影响，用气象测量来提高测量精
度。”陈现军说。

多种现代技术手段齐上的同时，传统
水准测量也至关重要。陈现军介绍，采取
一等水准测量，测绘队在珠峰顶树立了一
个觇标，即测量标志，从海拔5600米的珠峰
大本营附近用多台仪器同时观测觇标。这
次测量布下了6个观测点，当精确高程传递
至这6个峰顶交会测量点时，通过峰顶的测

量觇标，运用“勾股定理”的基本原理，推算
出峰顶相对于这几个点的高程差。

很多人对珠峰高度常识认知的第一反
应是“8848”。这个数据来源于1975年国家
测绘局、总参测绘局联合开展珠峰高程测
量得到的8848.13米，作为中国对珠峰高度
的采用值沿用了很长时间，直到2005年国
家测绘局公布：珠峰峰顶岩石面海拔高程
8844.43米。

这并不意味着珠峰变矮了。正如陈现
军最开始解释的，我国1975年的珠峰测高
结果是冰面高度，2005 年的结果是去掉了
雪冰层后的岩面高度。

实际上，在历次珠峰测量活动中，测量
技术的进步程度、峰顶雪冰层厚度的测量
精度、珠峰本身的地壳运动都会影响测量
结果。所以，不能完全靠测量数据得出珠
峰长高或变矮的结论，应通过地学专家的
研究作出准确判断。陈现军说，从整体变
化幅度看，青藏高原每年在以平均7—8厘
米的速度抬升，目前学界的共识是，珠峰还
在抬升。 （摘自《科技日报》）

父母常常数落我的睡眠习惯。他们
告诉我早睡早起有很多好处，还拿出他们
年轻时候的表现作为范本。最让我动容
的一句话是：“就算不为你自己的健康负
责，也该为孩子的身体想一想！”的确，我
女儿不到5岁，经常晚上10点、11点上床
睡觉，我也没有催促她的意识。反观我上
小学以前，就养成了每天晚上不到9点就
入睡的习惯，的确是靠父母以身作则。日
复一日，雷打不动。

我有时候也不理解他们：“你们每天
那么早睡觉，不会不甘心吗？”

“会啊，谁不想玩。”他们说，“但为了
健康嘛！”

我对健康并没有那么大的焦虑。我
又问：“那你们是觉得晚睡几个小时就要
生病吗？这种观念是医生说的还是哪里
来的？”

他们说不上来。母亲说：“小孩子睡
不够的话，长不高！”

我女儿长得也不矮。父亲又提出新
论点：“早睡早起本来就是一种好习惯！”

“可是确实有很多事情想做。”
“你熬夜做的都不是正事。”父亲一眼

看穿了我，“玩手机，打游戏，有什么用？
有时间不如第二天早起做点正经事，比如
早起锻炼。”

“我也可以晚上去健身房啊。”我说。
这些在他们看来都是胡闹。他们有

自己的一套思维定式。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每天起居规律，好像唯有如此才能维
持某种恒定感。

他们看不惯我的“折腾”“胡思乱
想”。他们总是担心我的健康、前途会被
吊儿郎当的个性毁掉。他们有时候责怪
我太马虎，不用心，做不好一个父亲。我
在我女儿这么大的时候，被迫认识了全套
汉语拼音、几百个字，背好多首唐诗，好像
还会20以内的加减法。而现在我什么都
没教给孩子。

有时候我也站在床前，看着女儿歪七
扭八的睡相，想起我小时候的那些条条框
框。我忍不住想：长大以后你是什么样？
会比现在的我更自由吗？

我猜，我的父母看到这一幕，一定会
微微摇头喟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想
它干啥！快睡！”我理解，也特别想抱一抱
他们，说声“谢谢”。

（摘自《难道一切都是我的错吗？》）

“95 后”江安是喊着防火口号长大的。
他出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小镇伊图里
河。从上小学起，只要进入防火期，学校都
会组织防火宣传活动。

伊图里河位于大兴安岭腹地，林业资源
丰富。“当时为了发展林业才建的这些城
镇，”江安说，“城镇里基本上所有的职能部
门，包括学校、医院等，都归林业局管辖。不
管你是医生还是老师，基本都能叫林业职
工。”虽如今已经改制，但不变的是，防火“是
在一切工作之上的、最重要的工作”。

对此，黑龙江漠河市图强镇防火指挥部
副主任马坤同样深有感触。以前，触响警报
的是 5 级风。“禁止一切野外用火，电也不
行。”那时大多是平房。5级风的警报一拉，
家里就不能生火做饭了。若此时谁家烟囱
还在冒烟，消防车会直接向烟囱里灌水。

“当时没有手机能看天气预报，每当风
大的时候，镇里的消防队就会拉响警笛，长
长的一声表示不许烧火，相对短的几声表示
解除警报。没有警笛的林场，会升起一面
旗，告诉大家超过5级风了。”生活在漠河的
王玉玉还记得，为了防止饿肚子，林区人会

“观天象，做准备”。如果天空中出现了像细
小的鱼鳞般的卷积云，第二天有很大概率会
起风，小吃铺也会提前多做几锅包子、馒头，
大家都会有意识地多买一些放在家里。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火灾发生后，

中央森林防火总指挥部成立。从 1987 年 9
月开始，马坤一直在图强林业森林防火指挥
部工作。防火部成立之初，灭火工具十分简
陋，只有被称之为2号工具的“皮条子”。“我
们都是自己做的：把汽车轮胎扒层皮儿，用
铁棍子卷上。有时候是用桦树条捆着，跟绑
扫帚似的。”

其他装备也很简单。“（灭火队员）上山
时背着塑料布和大衣。军大衣都是很少的，
职工一般穿的是羊皮棉袄，带个袋子就上山
——不像现在有睡袋，那时候啥都没有。”在
山上，灭火队员没有固定住的地方，找块空
地，往地上一躺，将就睡上一觉。

1988年，马坤所在的防火办收到了第一
批风力灭火机；1990年开始，巡护直升机开
始投入使用；2002年，火灾现场有了气象观
测车、移动信息应急车、通信车、野炊车和诸
多叫不上名来的设备，甚至连降雨火箭炮都
准备好了。

“小时候经常会有森警的防火直升机巡
逻，孩子们都会追着看。那种森警的橘黄
色，现在印象还特别深。”江安说道，“很多孩
子可能上高中甚至上大学之前见过的唯一一
种飞机，就是森警的巡逻机。”有一次，一架飞
机降落在学校操场，正在上课的孩子纷纷跑
出去看，“老师都拽不住”。彼时，学校操场算
是镇里为数不多的空旷平坦地方，现如今，镇

里和下属的林场都有小型直升机机场。
人们的防火意识也在加强，每到防火

期，消防车、装甲车和直升机齐出动，进行防
火宣传。“大家穿得整整齐齐，站在车上，绕
着整个海拉尔（呼伦贝尔市辖区之一）发传
单，基本上是车头对车尾，围着整个城市绕
一圈，至少有三四百辆车。”与此同时，直升
机从天上往下撒传单，地上的人用大喇叭宣
传。这阵仗，消防员王涛在 2000 年做森林
消防员前从未见过。

这些都有助于森林防火工作实现重大
转变。自1988年以来全国年均发生森林火
灾 7082 起、受害森林面积 7.3 万公顷，分别
比1987年之前下降了55.6％和92.3％。

（摘自《看天下》）

微信中关于“防癌食品”的文章数不胜
数，然而，作为一个理智压倒一切的肿瘤科
医生，我的观点是：世上根本就没有大家所
期望的“防癌食品”。

癌症是一种典型的年龄相关疾病，其
发生机制，简单说来，就是机体细胞的一些
小错误的积累，当突破一定阈值时，就会发
生癌症。

年龄越大，机体的犯错越多，肿瘤发生
率越上升。就好像一个机器，用得越久，越
容易坏掉。同样的年龄，犯错频率越高，肿
瘤发生率越高。就好像一个机器，越不注
意养护，越容易坏掉。

而所谓的“犯错”，对于大部分人而言，

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
饮食和肿瘤的关系，绝大多数是负性

相关，但是目前公认的致癌物质，并非来源
于民间的所谓“饮食禁忌”，而是来源于国
际癌症研究机构的致癌物分类表。其中，1
类致癌物（明确有致癌作用的）包括了：酒
精、黄曲霉素（霉变食物）、烟草、亚硝胺（腌
制食品）、马兜铃酸、槟榔等。

以上这些物质致癌，还需要一个重要的
条件，就是时间。任何的致癌物，都是通过
长期作用于人体，才会最终以“助封为虐”
的方式，促进癌症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
说，如果想降低癌症的发生概率，一个人应
当做到的是：不抽烟、不喝酒、不泡吧、不经
常撸串。这与其说是饮食禁忌，不如说是坚
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摘自《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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