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岁的洪家元是贵州玉
屏侗族自治县杨柳村的贫困
户， 2014年当地政府把他列
入精准扶贫对象， 帮助他贷
到两年担保贴息贷款并补贴
部分现金。 老洪在自家荒坡
地上建起400头猪规模的圈舍
和猪粪发酵床。 “我的猪苗、
饲料、 饲养技术都是温氏的，
这些都不收钱， 等猪养大了，
温氏统一保价回收， 再扣除
各项成本， 每头猪能净赚200
多元……”

老洪所说的温氏 ， 是来
自广东的畜牧企业广东温氏
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基
于温氏 “公司+家庭农场 ”
的经营模式， 玉屏县探索出
“公司+党支部+贫困户 ” 的
精准扶贫模式。 来自玉屏县
杨柳村党支部和玉屏温氏畜
牧有限公司党支部的两名干

部对口帮扶老洪。
产业扶贫的政策支持 、

驻村干部的点对点帮扶 、 企
业党支部的细致服务激发了
老洪脱贫的强劲动力， 他渴
望通过自己的奋斗摘掉 “贫
困户” 的帽子。 到今年10月，
老洪养的两批猪成活率都超
过 95% ， 毛利共计 24万元 。
老洪说， 现在他浑身都是劲。

今年上半年 ， 老洪患有
癫痫病的妻子和两个学龄孩
子相继得到了政府医疗和教
育帮扶。 今年11月 ， 进完第
三批猪苗后， 洪家元申请了
脱贫摘帽并获得批准 。 他家
的日子正一天一天好起来 。
图为洪家元查看最近刚上的
第三批猪苗， 他特别仔细地
在胃口不好的小猪身上用红
笔做标记， 方便持续观察 。

据新华社

老洪脱贫摘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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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在餐厅吃饭还是在健
身房锻炼， 你的一举一动随时可
能被屏幕前的一双双眼睛围观。
这不是电影 《楚门的世界》 里的
故事， 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近日， 自媒体平台上一篇关
于公共空间网络直播的文章， 把
网络直播与个人隐私的矛盾推至
风口浪尖。 健身房中女顾客的形
体动作在摄像头下一览无遗， 餐
厅里就餐的男女因动作亲密被指
指点点……当公共空间遭遇 “全
民目击”， 居民的个人隐私谁来
保护？

摄像头直通网络平台，
日常生活被直播

记者调查发现， 不少直播平
台都提供摄像头直播服务， 内容
涵盖街景、旅游景区、生态农业等
领域。 记者点开一家网站中地址
显示为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江汉
三路５２号的直播画面， 摄像头正
对的饭馆、 副食品商店等九家商
铺一字排开， 行人来往穿梭清晰
可见。 直播视频分享时间为２０１７
年９月１４日，目前已有３８．９万的浏
览量和１８００多条评论。

“感觉有点可怕， 每天从这
儿路过， 我的肖像、 生活轨迹可
以在网上轻易得到， 要掌握某个

人的行踪太容易了。” 家住附近
的市民吴先生在被记者告知这里
有一个２４小时摄像头正在网上直
播后， 表示无法接受。

据悉， 此类直播平台大多是
基于智能摄像头的用户分享平
台， 不少直播平台同时销售智能
摄像头。 给原本为安全而设置的
摄像头增添直播功能， 成为一些
监控设备的卖点。

“借助直播平台， 厂商能抢
占智能摄像头市场份额， 并增加
直播平台的点击量和流量。 对参
与直播的商家而言， 也有吸引客
流、 增加人气的广告效应。” 中
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网络法与知
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王四新说。

“和主播特意进行表演的网
络直播不同， 人在无意识下被拍
下的画面更真实， 一定程度上满
足了部分人的 ‘窥私欲’。” 一位
网络直播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一
些生产厂家可能存在以低廉的价
格推销摄像头、 靠与摄像头相连
的网络平台吸引流量的行为 ，
“这样就能把引来的流量导入其
他商业产品中去变现。”

公共空间搞直播， 算不
算侵权？

公共空间网络直播相关事件

发生后， 相关企业摄像头团队发
布声明称， 其用户协议要求了商
家开通直播时需在直播区域以贴
纸等方式设置明显提示； 此外，
平台建立了严格的内容审核机
制， 每天２４小时对直播内容进行
审核把关。

网络安全法规定 ， 网络产
品、 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
的， 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
取得同意。 那么， 商家在直播区
域贴了告示、 网络平台有协议在
先是否就能免责？

对此， 法律界看法不一。 有
专家表示， 隐私权的行使受场所
性质限制， 商家的视频监控是基
于履行作为公共活动组织者的保
障义务， 明示后就不构成对隐私
权的侵犯。 另一方则认为， 并不
能把店内贴告示默认为商家与顾
客达成契约。 四川鼎立律师事务
所首席律师施杰表示， 商家的监
控摄像头只能是一定范围内的有
限使用， 而非提供给受众不特定
的网络平台。

“民法总则明确， 肖像权属
于自然人的民事权利。 以公民的
肖像权作为盈利工具必须征得当
事人的同意 。 即使没有盈利行
为， 如果直播可能对当事人产生
形象 、 名誉 、 隐私等方面的损

害， 也要征得本人同意后才能播
出。” 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
世刚说。

根据侵权责任法， 网络用户
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
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
者采取删除、 屏蔽、 断开链接等
必要措施。

“直播平台和商家未征得顾
客同意采集顾客图像信息进行直
播 ， 就有可能损害了顾客的利
益。 顾客可向有关部门投诉， 也
可 以 向 法 院 提 起 民 事 诉 讼 要
求 停 止侵害 、 赔偿损失 ； 若情
节严重， 还可能构成刑事责任。”
北 京 市 中 闻 律 师 事 务 所 主 任
吴革说。

尽快确定监管主体 加
大处罚侵犯个人隐私行为

数据显示， 截至２０１７年６月，
我国网民规模已达７．５１亿。 据测
算， 到今年年底， 我国网络直播
用户接近４亿， 网络直播不断渗
透到现实生活中， 公民个人信息
面临着随时暴露的风险。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
保护” 是民法总则的明文规定，
但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也让个
人信息权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
展。 专家认为， 此次事件暴露出

社会对个人信息权保护认识普遍
滞后的问题， 商家、 平台都需强
化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
左晓栋表示， 有关部门要加强对
涉及公民隐私的电子产品的标准
制定， 避免侵犯公众隐私。

施杰表示， 网络直播平台目
前还存在 “九龙治水” 的问题，
应尽快确定监管主体， 畅通消费
者的权利保护渠道； 此外， 应尽
快就个人信息保护单独立法， 将
当前散见于各个法律法规的条款
整合成体系。

“一方面， 有关部门要加大
对网络平台的监管和问责力度，
另一方面， 对于侵犯个人隐私的
行为要提高违法成本， 从刑事责
任、 民事责任两方面加大惩处。”
吴革说。

网络安全法也明确， 网络运
营者、 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的提供
者侵害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
权利的， 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
并处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处违
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一百万元以
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 可责令暂
停相关业务、 停业整顿、 关闭网
站、 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
销营业执照。 据新华社

如何保护我们的个人隐私？

还在羡慕 “IT程序猿” 的高
收入吗 ？ 殊不知 “3D码农 ” 已
悄然火热。

随着新经济的发展， 人才需
求结构发生了新变化。 作为智能
制造、 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基础
技术 ， 当前三维数字化 （3D）
应用人才正面临需求 “井喷 ”，
被各行业广泛争抢。

“3D码农” 炙手可热
在近日举行的第十届全国三

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简称
“3D大赛 ” ） 现场 ， 记者看到 ，
全国各地的千余家企业前来仔细
观摩、 认真倾听。

“3D技术完全颠覆了传统产
品的设计和制造。 现在企业急需
转型升级 ， 我们迫切需要新想
法、 挖掘新人才。” 成都艾肯精
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宾说。

有企业坦言， 以前生产自行
车是画平面图， 但现在不行了，
一定是3D立体设计 ， 不仅能更
直观地展示效果， 更能通过模拟
场景优化性能、 减少缺陷。 所以
“不怕接不到项目， 就怕接到了
项目没人会做”。

3D大赛组委会副主任鲁君
尚告诉记者 ， 通过3D仿真模拟
可以节约至少40%的设计周期和
30%的设计成本。 三维数字化设
计制造不再是航空航天等高精尖
领域的 “专利”， 成为各行各业
的 “必备”。 特别是新能源汽车、
智能家居等高新产业， 对数字化
应用人才有着强烈需求。

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 智能
化转型 。 3D数字工程师也从过
去的 “高冷” “稀缺” 变成了广
泛需要的 “3D码农”。

“现在企业招聘， 三维数字

化技能几乎是 ‘标配’。 熟悉3D
设计的学生无论创业还是就业，
都更有优势。” 江西理工大学机
电工程学院副院长潘春荣说。

“新经济”呼唤大量3D人才
“未来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

争。” 工信部电子元器件行业发
展研究中心总工程师郭源生说，
是否有足够的人才支撑， 将成为
中国新经济发展的关键。

3D技术，可以通过计算机帮
助人们到达任何遥不可及的地
方，看到任何想看之物。这也意味
着，从工业经济迈向数字经济，需
要培养完全不同的新一代人才。

放眼全球， 数字经济被各国
视为推动经济变革、 效率变革和
动力变革的加速器 。 有报告显
示， 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总
量达 22.58万亿元 。 根据预测 ，
2035年我国的数字经济将超过
105万亿元。

爆发式的增长， 无疑会带来
人才 “井喷式” 的需求。

据有关机构统计 ， 仅3D打
印一项， 目前我国的专业人才缺
口就超过千万。 其中， 制造行业
对3D应用人才需求最大 ， 缺口
约为800万人， 能把构想与技术
结合进而应用于实际生产的技术
人才少之又少。

在鲁君尚看来， 新经济新产
业需要的不仅仅是高端创新型人
才， 更呼唤大量中端 “数字化应
用型人才”。 目前掌握3D技术的
人才在我国远远不够， 体现出巨
大的缺口。

“数字工匠” 还需大力培养
数字经济的大门不断开启 ，

数字化应用人才还需大力培养。

不同于传统工业时代的工
匠， 数字时代的 “数字工匠” 不
是普通技术工人， 也不是科研人
员 。 他们是将3D技术及数字化
思维应用于设计、 制造、 服务等
各个环节， 从而推动传统工业与
互联网融合创新、 转型升级。

上天入地 ， 城市交通呈现
“三维立体解决方案 ”； 轻轻一
点， 为顾客定制的汽车 “漂浮空
中 ” “触手可及 ”； 输入指令 ，
刚画好的漂亮彩盒立刻打印成型
……在全国3D大赛的决赛现场，
令人 “脑洞大开” 的设计制作，
让人们看到了未来 “数字工匠”
的广阔天地。

“作为一项大型公益赛事 ，
全国3D大赛举办十年来 ， 坚持
一头连着教育， 一头连着产业，
努力推动两化融合， 初赛人数累
积突破700万人， 已经成为倡导
传承 ‘工匠精神’、 培养选拔数
字化 ‘工匠人才’ 的平台。” 科
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副
司长杨咸武这样评价。

近日工信部发布 《促进新一
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 （2018-2020年）》 特别指出，
要 “发展三维成像定位等关键技
术”， “引导职业学校培养产业
发展急需的技能型人才”。 这无
疑为 “数字工匠” 的培养指明了
方向。

“通过比赛和评选， 带动学
校产教融合、 知行合一； 通过不
断推广和普及三维数字化技术 ，
引导更多年轻人接触和掌握数字
化技能。 由此形成的 ‘人才池’，
将为数字经济提供持续动能 。”
中国载人航天中心前副总指挥沈
力平说。

据新华社

“3D码农”紧缺！
“新经济”急需大量“数字工匠”

摄像头直通网络平台 日常生活遭遇“全民目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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