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的光鲜靓丽都敌不过时
间，并且一去不复返。

——《了不起的盖茨比》

命运总是不如人愿。但往往
是在无数的痛苦中，在重重的矛
盾和艰辛中，才使人成熟起来。

——《平凡的世界》

每一个会发光发亮的东西，
总有它光芒闪烁的原因和意义。

——《往阳光多处走》

不管你做什么事，如果做得
太好了，一不警惕就会在无意中
卖弄起来。那样的话，你就不再
好了。

——《麦田里的守望者》

生活的美学是对过去旧有延
续下来的秩序有一种尊重。如果
尊重消失，人活着再富有，也会
对拥有的东西没有安全感。

——《品味四讲》

@经济日报：#冬季供暖#
进入11月份，我国北方地区全面
开启新一轮供暖周期。受我国

“一煤独大”能源结构和冬季不
利扩散的气候因素影响，每年供
暖季，群众最关心两个问题。一
是家里暖气热不热，二是空气质
量好不好。由此，供暖期的节能
减排话题备受关注。

点评：冬季供暖是民生课
题，也是环保课题。在立足供暖
用能方式转变的同时，还需要在
供暖管理机制优化、供暖设施节
能改造等微观层面下功夫，细算
高效供暖账，深入挖掘采暖季节
能减排潜力，既要清洁用能，也
要高效管理。

@南京日报：#健康奖学金#
体育课成绩满分、早操全勤、体
质测试成绩优异，可以获得奖学
金。近日，南京邮电大学有67名
学生获得“健康奖学金”，每人
1500元。

点评：身体健康是宝贵的人
生资本，也是干事创业的重要条
件。现在不少高校都在想办法督
促学生锻炼身体，南京邮电大学
专门设立一项奖学金来引导观
念、培育习惯，很实在！

投稿方式：用微信扫描二维
码添加小编为好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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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的花儿不要“采”
□刘予涵

近日，有市民向记者反映，市区泰山
路彩虹桥两端引桥上放置的景观花盆，
里面的菊花被人挖走了许多，实在有损
城市形象。（详见本报昨日03版《桥上景
观花盆 菊花不翼而飞》）

日常生活中，景观花卉屡遭贼手的
现象时有发生。不少小区、广场、公园
里摆放的盆花经常不翼而飞，总有一些
所谓的“爱花”人，将公共场所的花带回
自家欣赏，让人感到很气愤。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因为喜爱所
以想拥有，因为想拥有所以去偷盗，实
在是不应该。实际上，一盆花值不了几
个钱，若真心喜欢，完全可以去购买。
为一盆花而留下“盗贼”恶名，值得吗？

一草一木显春色，一举一动见品行。
偷几盆花看上去虽然是小事，但凸显的是

少数市民爱贪小便宜的陋习，折射的是市
民素质有待提升的大问题。文明城市的
创建，不仅要有优美的环境，还要求广大
市民有良好修养和文明素质。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赏心悦目的
花，人人都喜爱，放在公共地方供大家
欣赏不是更好吗？一些人为一己私利，
不顾城市形象和他人的利益，把公共的
花卉占为己有，美化了小家却损害了大
家，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必然会受到谴
责。即使再美的花，只要来路不正，带
给自己的恐怕不是美丽，而是不光彩。

侍弄花草本是一件风雅之事，但君
子爱花也应取之有道，无论什么理由，
都不是盗窃的说辞。公共场所的财物
需要大家维护，希望那些“爱花人士”能
够管住自己的贪念，检点自己的行为，
做爱花惜景的文明人，不当人人厌恶的

“盗花贼”，更不能因为一盆花而丢掉了
做人的道德底线。

我的脸，谁做主？

“听说过认养古树、认养动
物，如今文物建筑也能认养了？”
近日，有10家企业和集体与10处
文物建筑所有人在山西省高平市签
订《文物建筑认养协议》。据悉，
在山西省文物局发布的山西省文物
建筑认养推介项目名单中，全省有
近300处文物建筑可供社会认养。
（据《北京青年报》）

文物保护普遍存在经费不足的
问题，作为文物大省，山西或许对
此感受颇深。面对问题，开拓思
路，想出了“文物认领”这一招，
据此前试点的个案来看，效果不
错。作为对认养者文物保护热情与
财产付出的回报，《文物建筑认养
协议》规定，在不改变认养文物建
筑所有权的前提下，认养者可以享
有不超过20年的使用权，允许认养
者在文物建筑周边可利用的发展用
地范围内，依法合规适度开展相应
的建设或者经营活动。认养者在经
过绩效评估后，可由当地政府根据
评估结果给予适当的补助。部分符
合条件认养人可以终身免费参观山
西全省文博单位、文物修复中心或
文物景点。这个条件是颇为优惠
的，估计会吸引更多的人前去认
养。文物保护经费解决了，文物

“活”起来了，这是一个利好，但
有关部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要防
止过度开发，警惕文物“活”得过
火，而导致对文物的另一种破坏。

□朱昌俊

发生在杭州的“中国人脸识别第一
案”，近日引发舆论关注。前不久，浙
江理工大学特聘副教授郭兵收到了来自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的一条短信，提示他
的动物园年卡如果不进行人脸识别将无
法正常使用。郭兵不同意接受人脸识
别，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于10月28
日向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
讼。当地法院目前已经决定正式受理此
案。（据《南方都市报》）

刷脸打卡、刷脸支付……人脸识别的
应用正越来越广泛，给人们带来不少便
利。不过，有关人脸识别技术的滥用和侵
权问题，也一直有不少担心的声音。此次
诉讼，正式把争议推向司法轨道。

目前社会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安全担
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技术本身的成熟程度。近几
年，已出现过多起人脸识别技术被破解
的新闻——比如某快递柜推出人脸识
别，结果被几个小学生破解，网上还有

“花式破解人脸识别技术的 5 种方法”
等指南。在这种语境下，人们有理由质
疑，现在的人脸识别技术，是否成熟到
满足需求又风险可控的程度。

其次是隐私保护问题。人脸识别的
过程，实际是一次个人生物信息被采集
的过程，而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终身
性，一旦泄露，影响可能是超出想象
的。从这个角度说，若不能构建与人脸
识别的“先进性”对等的隐私信息保护
机制，就无异于是让人用隐私换便利。

再者，使用程序和边界的问题。尽
管人脸识别已在诸多领域被应用，但其
使用的程序和边界，至今仍无针对性的
法律规范。比如，一些公共机构出于公
共安全考量，率先使用了人脸识别系
统，是否就意味着一般的商业机构也能
够随意使用？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
何保障？信息采集后的使用范围和边
界，如何合理界定？另外，正如这起案
例中，法学博士的追问：你采集我隐
私，泄露谁负责——责任机制不明确。

正因为人脸识别技术存在巨大的安
全乃至伦理争议，不少国家对于该技术

的推广应用都相对谨慎。美国旧金山政
府在今年上半年甚至禁止使用人脸识别
技术。作为一种发展趋势，一刀切叫停
未必科学，但避免其被滥用和侵权，却
是必须有的科学态度。

结合以往的经验，讨论该问题时，
有必要厘清两大认知误区。一是，提醒
正视人脸识别技术的安全问题，并不等
于反对技术本身。我们要做的是学会如
何更好地使用，而不是绝对排斥。

二是，人脸识别技术已有颇广的应
用，但不宜仅以“存在即合理”来看
待。最近几年，诸多的新技术、新应用
得到快速推广，它除了社会的包容，是
否也与相关法律的不够完善有关，乃至
是否是建立在某种“弱隐私权”的基础
上，值得我们严肃审视。

技术越先进，越需要有匹配的安全
防御系统，以遏制其“弊”的一面和滥
用的可能，否则就有可能打开“潘多拉
魔盒”。人脸识别技术同样如此。不妨
把此次诉讼，当作合理界定人脸识别技
术应用边界、推动相关法律规范出台的
一次契机。

□刘云海

“我们家属院的路灯最近一直不亮，
向社居委反映后，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得
到了解决。”11月4日一大早，郾城区人
民法院家属院的居民推开了太行山路社
居委的大门，将一面写着“尽心尽责办实
事 服务热情解民忧”的锦旗送来了。（详
见本报昨日02版《社居委帮忙 小区路
灯亮了》）

“有路无灯、有灯不亮”是一些街道的
通病，也是城乡管理的老难题。在太行山
路社居委的帮忙下，郾城区人民法院家属
院小区的路灯亮了，虽然不过是一件小
事，却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极大的实惠和便
利。这种解决民生微实事的背后其实彰
显着为民服务的大理念，也让人看到相关
部门为民办实事的真心诚意。

由此想到，为人民服务不是喊口
号，更不是作秀，未必要感天动地，但点
点滴滴总关情，一言一行都能应印证其

心中是否有群众的理念。为人民服务
需要“目中有人”，心系民生冷暖，善于
帮群众解决大小事情，群众有诉求，就
应当有服务，要有“群众口渴了，把水递
到跟前；群众想睡觉，把枕头塞到脖子
下”的精神。只有推心置腹与群众交朋
友，真心实意为群众解难题，全心全意
为群众谋利益，为民服务才不会只是一
句口号。

便民举措多多益善，为民服务需要
多些精细化措施。这是践行科学发展
观以人为本这一核心的最好体现。深
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永远没
有终点，这种“不拘小节”的贴心服务正
让人看到了相关部门为民办实事的真
心诚意。广大人民群众也更需要有这
种便民举措的推出，因为这样的便民举
措比说的唱的都要实在得多，才正是老
百姓真正需要、期盼的群众路线。有关
部门也应该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
想，切切实实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真心
诚意为人民服务。

小路灯连着大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