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费者只要打开外卖平
台的“明厨亮灶”App直播，商
家后厨实景加工、制作的全过
程就尽收眼底。7月 30日，浙
江出台规定：从事网络餐饮的
餐饮店，须以视频形式实时公
开食品加工制作过程。

堂食餐饮的卫生环境，顾
客可以一目了然。而外卖餐
饮，由于消费者并不到店，无

法了解店铺环境与食品加工
制作过程，可以说是“盲吃”。

浙江此次出台规定，将外
卖餐饮“明厨亮灶”用法规的
形式固化下来，商家不按大
小、不分名气，一律置于消费
者视线之内，将有利于倒逼商
家注重食品安全问题。

据新华网

“点外卖”不应“盲吃”

外国国籍不是护身符，名
气再大也没有豁免权，谁触犯
法律，谁就要受到法律制裁。

请记住：人气越高，越要
检点自律；越当红，越要遵纪
守法。

——@人民日报

在中国的土地上，就要遵
守中国的法律。不枉不纵，以
事 实 为 依 据 ，以 法 律 为 准
绳！

——@中国长安网

“吴亦凡事件”不是沾染
着桃色气息的娱乐八卦，而是
实实在在的涉法事件。

它也为全社会上了一堂
很扎实的法治课——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正义面前没有

“顶流”！让子弹飞一会儿，这
不仅关乎对受害人的保护，也
关乎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吴亦凡被刑拘也再一次

证明，法律不会因炒作而歪
曲，也不会因流量而姑息。

法不纵恶！
——@法治日报

法治社会不容藏污纳垢，
没有哪个“圈”是法外之地！光
环再耀眼，名气再大，均无特
权。

在中国的土地上，任何人
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涉
嫌违法犯罪，必究！必惩！

——@中国妇女报

“编剧都编不出这样离奇
的故事。”

“我思索再三，决定认真
跟大众道个歉：我是公众人
物，要修德修口，多读书、多学
习。这件事警示我们：凡走过
必有痕迹，不可游戏人间玩弄
情感。”“我为之前的不当言
论，自罚封闭微博半年。”

——编剧六六

法律面前没有“顶流”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朝
阳分局发布消息称：吴某凡
（男，30岁，加拿大籍）因涉嫌

强奸罪，目前已被刑事拘留。
据悉，通报中的吴某凡，

就是艺人吴亦凡。

“我爸是检察长”
原来是假的

7月29日，因车辆事故，上
海一男子与他人发生冲突。事
发时，男子语出惊人，大喊：“我
爸是徐汇区检察长，就是有钱，
在上海有四五套房。”

7月 31日，上海徐汇检察
院发布信息：该男子王某与徐
汇检察院领导均无亲属关系。
经查，其父无业，其母为上海某
汽车服务企业员工。

据@新闻晨报

回音：认知错乱？还是故意
使坏？

陈梦获女乒冠军
黄晓明“蹭热度”

7 月 29 日晚，陈梦 4：2 战
胜队友孙颖莎，夺得东京奥运
会乒乓球女单冠军。知名艺人
黄晓明第一时间恭贺陈梦：“太
开心了，我们家多了一个奥运
冠军。”“我是陈梦的表哥！”

大家这才知道，原来，黄晓
明是陈梦的表哥。

有网友在黄晓明微博下评
论：“你怎么蹭表妹的热度？”黄
晓 明 回 复 ：“ 终 究 是 我 高 攀
了！” 据@封面新闻

回音：在家准备接风吧！

国乒知名“景点”
“孙颖莎的脸”

本届奥运会，国乒小将孙
颖莎以优异的表现，受到不少
球迷的关注。

不过，网友们除了关注孙
颖莎的球技，还注意到一个特
别的细节：国乒队的人都喜欢
捏孙颖莎的脸。

对于大家为什么喜欢捏自
己的脸，孙颖莎分析称，可能是
因为自己脸白，而且有肉，所以
大家都喜欢捏一捏。

当然，“小魔王”的脸也不
是想捏就能捏的，孙颖莎傲娇
地表示，“打好了才可以捏”“不
打第一不让捏”。 据@央视网

回音：我们的小可爱！

10

2 0 2 1

年8

月3

日

星
期
二

责
任
编
辑

向

霞

责
任
校
对

瑞

珊

技
术
编
辑

向

霞

清
风
楼

热
线
电
话
：31 5 5 7 6 8

黄骅4名村民背出百余名受困群众
【事件】

近日，河南发生洪涝灾害，
黄骅市张孙村党支部书记张
国星和村民张建勋、张国雨、
杨瑞堂一起，前往进行支援。

他 们 自 行 购 买 了 44000
余元的物资，开车前往一线。
在洪水中，他们背出 100 多名
受困群众。

（7月31日《沧州晚报》）

【留言板】

@不离不弃：沧州好儿郎！

@听雨天：看到报纸上的
照片，真想伸手帮他们一把！

@伤心的泪水：兄弟们辛
苦了，回到沧州，给你们接风！

@未来可期：在沧州的河

南人，替家乡人谢谢你们！

@酒苦烟呛：中华有大爱，
九州共呼吸！

@胡：河南加油！

@老李：他们的善举，应该
被大家看到！

@人生是场修行：致敬参

与救援的人，你们是英雄！

@用户 71438：人民有信
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虞山：平凡的英雄，扛起
的是人性的光辉！

@天晴现太阳：每一个生
命都不能被放弃，你们的每一
分努力和付出，都值得赞颂。

“刷脸”，不能逾越法律边界
本报特约评论员 梁建强

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与公
众个人信息保护之间，如何找到
平衡点？近日公布的《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
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为
人脸识别技术明确了法律边界。

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
之一，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日

益走进人们的生活，但它在带来
方便的同时，也引发了公众对于
信息泄露的焦虑和担忧。

去购物，有商家悄悄对人脸
信息进行数据分析；进小区，有
物业强制采用人脸识别作为唯
一验证方式……为了避免个人
信息被采集，有人戴口罩，有人
戴墨镜，甚至还有人戴头盔……
无奈的背后，是大众的疑惑：谁
来保护我们的“脸”？

人脸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
可更改性，属于“敏感个人信息”
中的“生物识别信息”，一旦泄

露，将对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造成极大危害，甚至还可能威胁
公共安全。

一段时期以来，因人脸信息
泄露导致“被贷款”“被诈骗”和
隐私权、名誉权被侵害等问题时
有发生；一些犯罪分子利用非法
获取的个人信息，破解人脸识别
验证程序，实施窃取财产等犯罪
行为，这些都为人脸识别技术的
使用敲响了监管的警钟。

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
显示，民法典施行以来，截至
2021年6月30日，各级人民法院

正式以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由
立案的一审案件 192 件，审结
103件。“人脸识别第一案”也于
今年4月9日二审宣判，依法保
护自然人人脸信息等生物识别
信息。

在此背景下，及时公布审理
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
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正当其时，也为强化
监管和保护工作提供了可供遵
循的依据。

“刷脸”，须恪守法律边界；
保护，也应令出必行。公众期待

着，规定中关于“处理自然人的
人脸信息必须征得自然人或者
其监护人的单独同意”等要求，
切实为公众个人信息的保护筑
起“铜墙铁壁”。

依法保护人脸信息的同时，
规定中也明确了“使用人脸识别
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一些情形。
这也体现了对新科技依法应用、
合规推广的鼓励，它有利于数字
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的最后一道防线。“刷脸”，要便
捷更要安全，不可逾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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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路小金庄通源小区，一室一厅45平方米，豪
华装修，家具家电全新。可租可售，租住要求干净，月
租金1200元，售价面议。电话：18730726672刘女士

出租
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