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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仓库坍塌事故
致9人遇难

新华社电 记者从哈尔滨市委
宣传部获悉，4日发生的哈尔滨仓
库坍塌事故被困 9人全部搜出，无
人幸存。8月4日，哈尔滨玉手食品
有限公司仓库部分楼体发生坍塌，
致 9人被困。事故发生后，当地投
入救援人员 350余名，携带生命探
测仪、搜救犬及各类特种设备 900
余件套，重型救援车辆设备20余台
套，全力开展救援处置工作。5日4
时 50分，经过昼夜不间断搜救，救
援人员将 9名被困人员全部搜出，
并没有发现幸存者。

目前，搜救工作已经结束，相关
部门成立专班，处理死者善后事宜，
警方正对涉事房屋相关责任人进行
询问取证，事故具体原因在调查中。

上班、进小区、取厕纸都得刷，人脸识别滥用风险需警惕

脸部信息若泄露，怎么“换脸”！
点完餐看一下摄像头就能

完成支付，住酒店刷脸后才能登
记，上公厕用厕纸也得刷个脸才
能取。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
脸识别技术得到广泛应用，“脸”
的应用场景被不断拓宽。

人脸识别技术看似“高大
上”，但其存在的个人生物信息
被过度采集和滥用的风险也不
容忽视。相关专家表示，人脸
识别技术不是万能的，收集、处
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
当、必要的原则，基于身份验证
等需要收集相关信息后也应尽
到严格保管的责任和义务。中
央网信办等部门近期也表示，
针对面部特征等生物特征信息
收集使用不规范等重点问题，
APP专项治理工作组将开展
专题研究。

人脸识别应用场景
不断拓展

在屏幕上点餐，选择刷脸支付，人脸
比对后，输入手机号码后四位就完成付
款。在上海一家商场的肯德基餐厅，记
者观察发现，使用自助点餐机点餐的顾
客中，选择“刷脸支付”的消费者占到两
至三成。

除了大商场、大超市，部分便利店和
街边小店里，刷脸支付设备也得到广泛
应用。在上海陕西南路一家便利店，市
民洪浩晨在购买一瓶饮料后，也通过刷
脸方式完成付款。“从去年开始用刷脸支
付就比较多，感觉比二维码方便。”洪浩
晨说。

除了消费领域的便利支付，身份认
证是人脸识别技术的另一大主战场。在
全国机场和火车站的部分通道，乘客将
身份证放在相应感应区，面部正视摄像
头，每人只需几秒钟就可完成相关信息
核验，快速进站。

一些公共服务机构还利用人脸识
别技术来打击“黄牛”。复旦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一半以上的患者来自外省份
甚至境外，该院去年就推出“人脸识
别+身份绑定”系统，强化早高峰时段
热门专家（特需）现场号源的管理。通
过人脸识别系统绑定挂号人的身份，
使得号贩子失去了现场“投机挂号”的
操作空间。

“考虑到家属、亲友代挂号的情况，
我们还设定每位患者可以绑定一位代挂
号人身份认证信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门诊办公室主任董枫说。

不仅是医院，记者发现，各地政务类
APP中，刷脸登录、人脸验证已经广泛
使用，如某地公积金 APP，用户就可通
过人脸识别完成验证，线上支取公积
金。上海市民胡志国说：“年纪大了，密
码经常忘，尤其是登录一些不常用的
APP时都需要重置密码，刷脸就不存在
这个问题。”

不可否认，在人工智能成为新基建
的背景下，人脸识别技术有其先进性和
高效率。但任何先进技术的应用，都有
其边界。在一些不必要的场景下，让渡
自己的隐私，来换取一张通行证，必然会
引起越来越多的反弹。

“现在上班刷脸打卡，工作时刷脸打
开手机、笔记本电脑，午饭时刷脸支付，
出差住酒店也得刷脸登记，甚至上公厕
取厕纸都要刷脸，这张老脸是越刷越多，
总感觉不对劲。”有网友如此感慨。

——强制刷脸遭质疑。记者梳理发
现，关于公共场合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
争议和投诉正在增多。在合肥市“12345
政府服务直通车”上，7月份有市民投诉：
“繁华逸城”小区更换新物业后，办理门
禁卡强制要求采集业主人脸信息。

对此，肥西县政府回复称，该项目的
初衷是创建智慧平安小区，系统最终接
入公安后台。“考虑老人和儿童人像采集
不方便，可以办理门禁卡。”

上海一居民小区近期将小区门禁系
统改为人脸识别系统。小区居民王女士
说，改造前所有住户均需到物业采集人
脸信息，“其实大家对采用人脸识别系统

还是认可的，只是不知道个人信息是否
会得到很好保护。物业为了让大家放
心，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将严格保存
收集的相关信息。”

——技术能力参差不齐。丰巢快递柜
此前曾试点“刷脸取件”，其后被发现使用打
印的取件人照片，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刷脸打
开快递柜取件。丰巢回应称，“刷脸取件”功
能仅为小范围试运营，并将测试版下线。

据悉，人脸识别技术可粗略分为基于
2D人脸图像的技术和基于3D人脸图像的
技术。通过照片即可完成人脸验证，大概
率是采用了技术门槛较低的2D人脸图像
认证。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杨达卿
说，快递物流行业涉及消费者个人信息和
财产，推广使用新技术时应慎之又慎。

——信息安全存隐忧。“密码泄露
了，可以换一个，这脸部信息要是泄露
了，可怎么换啊？”不少网友表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表示，人
脸信息作为生物识别信息，一般来说伴
随着人的一生，是不可更改的。这与手
机号码之类的个人信息不一样，后者发
生泄露，实在不行还可以换一个。但人
脸信息发生泄露，不太可能去“换脸”。

人脸识别技术虽然有其优势，但并
不能在生活各个领域普遍适用，更不能
在部分商业领域强制使用。北京志霖律
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认为，收集使用个
人信息，需要遵循三个原则，也就是合
法、正当、必要原则，但目前缺少判断必
要性的标准和依据。“目前收集人的脸部
特征信息的商业机构，大多数是基于身
份验证的需要。在企业收集这类信息
后，能不能妥善保管并按照事先所告知
的方式去使用相关信息，这也是大家最
为担心的。”

薛军认为，利用人脸信息来快速、精
确识别个人主体，对于个人行动轨迹的
追踪非常高效，但因此对个人隐私权可
能带来的侵害，也非常严重。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
任朱巍说，对收集个人生物信息的管理，
核心在于对获取方的管理。“现实中遵循
的原则应当是能不采集个人生物信息就
不采集，而且宜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具
备采集资格的主体范围。消费者面对商
家，也应当有控制、注销已被采集的生物
信息的权利。”据新华社

人脸识别是不是用得太多了？

不能在商业领域强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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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元！
上海开出首张控烟
违法场所“顶额罚单”

新华社电 上海市闵行区卫生
健康委日前向一家花鸟市场开具3
万元的控烟违法场所罚单。据悉，
这是 2017年 3月 1日《上海市公共
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修正案生效实
施后，上海执法部门开出的首张
“顶额罚单”。

现场执法人员、闵行区卫生健
康委监督所环境卫生监督科刘敏吉
说：“被处罚人违反了条例第九条
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规
定，依据第十八条规定，罚款人民
币3万元。”

为什么要开出“顶额罚单”？
刘敏吉表示，2019年1月，这家花鸟
市场也曾因在禁止吸烟场所设置
烟具、未履行禁烟义务等问题被处
罚 2500元，是有“前科”的，此次控
烟违法行为属于“再犯”和“顶风作
案”，并且场所同时违反条例中的
多项规定。在执法过程中，商户和
业主并未及时采取整改措施；经媒
体报道后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属于
从重行为，具有罚款 2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裁量基准。

公安部督办100起
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案件

新华社电 记者 5日从公安部
获悉，自公安部部署开展打击长江
流域非法捕捞犯罪专项行动以来，
沿江各级和长江航运公安机关侦破
了一批非法捕捞犯罪案件。为深入
推进专项行动，有效震慑此类犯罪
行为，公安部决定将100起非法捕捞
案列为专项行动第一批部督案件。

据了解，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
捕实施以来，公安部迅速启动为期
3年的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犯罪
专项行动。截至目前，沿江各地和
长江航运公安机关已侦破非法捕
捞刑事案件2480余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2680余人，查获涉案船只1040
余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