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北京是首都 ， 是国际化
大都市 ， 人口流动频繁 ， 各
种情况复杂， 加之临近春节，
疫情严峻 ， 病毒传播的可能
性大， 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况，
因此更需要严密的防控措施。
作为北京居民 ， 更有责任为
之尽力 。 为了他人 ， 也为自
己， 请自觉。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防范人脸识别技术滥用需要定规立制

严格落实防疫措施，为了他人也为自己
□张刃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近年来， 小汽车逐渐走进千家万户， 据
公安部交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0
年 ， 全国汽车保有量已达2.8亿辆 。 然而 ，
随之而来的， 是与汽车维修保养相关的纠纷
快速上涨。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 《2019
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 显示，
与汽车及零部件相关的投诉数量达3.4万件，
同比增长25.1%， 居商品类投诉第一位。 （1
月25日 《人民日报》） □毕传国

汽修陷阱
钱夙伟： 为落实交通运输部

关于改进提升适老化服务水平的
工作要求， 高德打车上线助老打
车系列服务， 推出新电召平台、
一键叫车等多项实用功能 。 今
后， 老年人可以更加方便和安全
地打车出行。 助老打车系列服务
乃至将上线的 “一键叫车”， 方
便了老人打车出行， 提高了老年
人的生活质量， 适应了老龄化发
展的形势， 也有助于营造尊老爱
老的社会氛围， 因此， “助老打
车” 值得推广。

■今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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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老打车”
让老年人出行更便利

期待能有更多
“掌上医院”

“歇脚之所”给户外劳动者
“家”的温馨

眼下新冠肺炎疫情反弹， 形
势严峻复杂， 这是几乎所有人都
意识到的现实， 即使不在风险区
域 ， 也大有 “兵临城下 ” 的感
觉。 因此， 疫情防控容不得半点
儿疏漏 ， 可谓绝大多数人的共
识。 然而， 同样的现实是， 在一
些公共场所， 扫码、 测温环节仍

有漏洞， 不能规范佩戴口罩的现
象依然普遍。 《北京日报》 近日
报道， 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对 “三
类场所” （指商务楼宇、 商场超
市 、 餐饮食堂 ） 疫情防控措 施
落 实 不 到 位 的 30家 单 位 予 以
执法公示， 督促整改， 通报名单
中不乏知名商家 ， 就是防疫疏
漏 的证明 。 而这些场所之外 ，
疫 情 防 控 措 施 落 实 不 到 位 的
还有多少？ 稍微留意一下身边，
就会发现并非个别现象。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一年多
了 ， 得益于我国政府防疫动作
快， 处置严， 措施得力、 有效，
疫情得以迅速控制， 比较国外形
势明显乐观， 这也是 “集中力量
办大事” 的成果。 不过， 相对乐
观的形势也使得一些人产生了麻
痹思想、 懈怠行为， 表现在日常

生活中， 就是存在侥幸心理， 防
疫措施疏漏， 说是严防严控， 实
则开眼闭眼； 扫码得过且过， 测
温敷衍了事， “一米线” 形同虚
设， 戴口罩聊胜于无……

严密防控疫情， 说起来是公
共卫生措施， 实则是大家的事。
在某些人看来， 大家的事似乎与
自己关系不大， 或者防控 “不差
我一个”， “偶尔疏忽” 也算不
得什么 。 然而 ， 病毒无形 、 无
情 ， 不会 “选择性 ” 侵袭某个
人、 某个地方， 人人都是可能的
目标， 一旦 “中招”， 无论身边
乃至自身感染， 都将悔之晚矣。
这件事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
和生命健康， 任何人都不能掉以
轻心。

有人说 ， 我很注意自我保
护， 从不到人群聚集的地方去活

动 ， 不会感染 、 更不会传播病
毒 ， 因此不必刻意遵从防护要
求。 然而， 如果大家人人都这样
想、 这样做， 岂不是处处漏洞，
防不胜防？ 严格执行防疫措施，
不仅是为他人， 也是为自己。 我
们常说， 人人为大家， 大家为人
人， 就是这个道理。

疫情 “折腾” 了一年， 身边
似乎并无 “大事”， 由此人们产
生某种 “厌战” 心理， 虽然可以
理解， 但却存在潜在风险。 因为
病毒不会 “厌战”， 甚至发生变
异， 这种不确定性的危害甚大，
不可不防。 一时的疏忽就可能造
成严重后果， 这是谁都不愿看到
的。

把严格落实防疫措施寄希望
于每一个人的自觉， 也是不现实
的。 否则何以动员那么多工作人

员严格检查等环节？ 负有检查、
督促责任的部门、 人员要切实负
起责任 ， 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
度， 不厌其烦地让人们了解疫情
的严峻、 防控的必要， 另一方面
要严格执行防疫措施， 不放过任
何可能的疏忽。 对于抗拒防控措
施者， 该惩办的必须惩办； 对于
玩忽职守者， 该处罚的也必须处
罚。 所谓 “以儆效尤”， 意义就
在于此。 对少数人的处罚， 是对
多数人的负责。

北京是首都， 是国际化大都
市， 人口流动频繁， 各种情况复
杂， 加之临近春节， 疫情严峻，
病毒传播的可能性大， 这是无法
回避的现况， 因此更需要严密的
防控措施。 作为北京居民， 更有
责任为之尽力。 为了他人， 也为
自己， 请自觉。

据报道， 为了让留在合肥过
春节的农民工兄弟感受到社会大
家庭的温暖， 中铁上海工程局组
织摄影志愿者， 为坚守重点工程
建设岗位的农民工兄弟拍摄工地
上的全家福和个人笑脸照， 并送
上新春大礼包， 让他们感受新春
氛围。 （1月26日 《工人日报》）

给就地过年的农民工拍一张
全家福或者笑脸照， 既有新年的
仪式感 ， 也体现了对他们的关
爱， 确实很有意义。 一方面， 可
以让远在家乡的亲人放心。 过年
不回家， 最牵挂的莫过于在远方
的亲人。 全家福也好， 个人笑脸
照也罢， 可以让家乡的亲人看出

自己良好的 “打工人 ” 精神状
态。 虽然在外地工作很辛苦， 但
一切都挺好。 可以说， 一张小小
的照片 ， 传递的元素和信息太
多。 另一方面， 也展示了 “打工
人” 对未来的自信。 幸福是奋斗
出来的。 在异乡打拼， 有的人通
过自己的奋斗， 改变了家庭的经
济状况。 也有的人， 在异地安了
家。 良好的就业环境， 让越来越
多的打工人有获得感和成就感。
因为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 可以
改变一切， 可以创造一切。

爱没有距离， 爱就在身边。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 一些企业
除了给就地过年的员工拍全家福

和笑脸照， 还给员工发红包、 发
旅游券， 增加加班补贴， 把过年

礼包寄回老家， 这些做法都非常
人性化， 值得点赞。 □陶象龙

随着AI技术不断地成熟， 人
脸识别已经大规模地应用于安
防、 支付等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景
中。 但如今， 这项改变生活的技
术 ， 却处于前所未有的争议之
中。 （1月26日 《新京报》）

随着信息科技发展， 如今越
来越多场所应用了 “刷脸 ” 技
术， 比如 “刷脸进门” “刷脸购
物” 等， 但 “刷脸” 技术在给人
们带来方便的同时， 也面临着不
少安全隐患， 可能给人们的财产

带来损失。
规范使用人脸识别， 防止滥

用势在必行。 在 “刷脸” 时代，
绝不能为了一时便利而忽视了安
全。 要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力度，
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人
脸识别信息采集与运用程序、 隐
私边界。 如针对哪些领域可运用
人脸识别、 哪些不能运用等作出
明确规定， 并且要求信息采集和
持有者严格保护人脸信息， 非因
法定事由、 非经法定程序， 不得

随意提供、 传播。
从长远来看， 还应多措并举

规范人脸识别技术的使用。 一方
面， 要提高准入门槛 。 提高人
脸 识 别 设 备 生 产 、 使用门槛 ，
由相关部门严格把关 。 另一方
面， 对于事关人身财产权的重大
事项， 应采取 “刷脸”、 密码验
证、 事后短信提示， 必要时当面
签字等方式办理， 而非一味 “刷
脸”。

□吴学安

周家和： 北京天坛医院互联
网诊疗项目 “掌上天坛医院” 日
前开始上线试运行， 并已开通视
频复诊 （科室在线）、 图文复诊
（专家在线） 和院后管理 （病房
在线） 三个主要诊疗模块。 患者
只需下载 “掌上天坛医院” APP
即可通过手机进行线上查询、 诊
疗等。 一部手机、 一台电脑就可
足不出户， 让许多患者获得相应
的大医院、 名医院高质量医疗服
务， 这样的利民便民好事值得肯
定、 点赞和推广。

如今 ， 在北京 ， 25987个
暖心驿站遍布全市大街小巷。
其中有7362个暖心驿站， 为户
外工作者提供服务， 为他们提
供 “歇脚之所 ”。 （1月26日
《工人日报》）

众所周知， 在我们的实际
生活和工作中， 有相当一部分
人不得不常年在户外工作， 像
环卫工人、 交通警察、 建筑工
人、 快递小哥等， 他们往往是
冬天顶着寒风 ， 夏天冒着酷
暑， 常年日晒风吹雨淋。 正是
他们辛勤的努力和付出， 才换
来了我们城市的整洁、 交通的
顺畅、 环境的美丽和便捷的生
活。 可以说， 关心和爱护户外
劳动者是我们社会各界应尽的
义务和职责。

近年来， 北京市倾心打造
暖心驿站， 在暖心驿站里配备
了饮水机 、 充电器 、 休息桌
椅、 空调、 雨伞、 微波炉等贴
心的设施和物品， 这无疑是一
种有心、 暖心之举， 是对户外
劳动者人文关怀的一种体现。
这不仅满足了职工多元化需
求， 还能让户外劳动者在户外
劳动时有个 “歇脚之所”， 让
他们体会到 “家” 的温馨。 同
时， 这也在全社会营造了尊重
关爱户外劳动者的良好氛围，
保障和改善了户外劳动者的生
活条件。 笔者以为， 给户外劳
动者打造 “歇脚之所” 既是社
会温馨的一种体现， 也是社会
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

笔者以为， 虽然打造一个
小小的 “暖心驿站 ” ， 需要花
费 一 些 人 力 、 物 力 和财力 ，
但这却能给广大户外劳动者提
供一个累了能休息 、 渴 了 能
喝水 、 热了能乘凉 、 冷了能
取暖 、 饭凉能加热的 “歇 脚
之所 ” ， 让户外劳动者切身
感受到社会各界给予的关爱
和温暖 ， 这显然是非常值得
的。

笔者衷心希望各地多多借
鉴和学习打造暖心驿站的善
举， 让更多的暖心驿站成为户
外劳动者的 “歇脚之所”。

□廖卫芳

给就地过年农民工兄弟拍全家福值得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