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FENGHUA DAILY
精彩网事 2017年10月13日 星期五

责编：斯玲娅 版式：赵坚 校对：陈美萍 电话：88966375

更多精彩，
请扫奉化新闻网二维码

关注奉化，
关注奉化发布

倾情推出

“记录精彩瞬间，搭起沟通桥梁。”请您参与奉化日报官方微博（http：//weibo.com/
fhrb）互动，随时随地与我们分享您身边的精彩，发表您感兴趣话题的独特见解，表达您内心
的真实感受。记录生活，发表感慨，晒晒心情，在这里每个人都是焦点。微话题被小“V”录
用（限市区），本报给原创者发稿费；提供新闻线索，本报录用有奖。

手机扫描二维码
关注奉化日报官方微博

回音壁
@一个马甲：日本寄来的信

件，写地址的方式只能是拼音，邮递

员老把信退回到日本去。这样的事

情今年已经发生 3次了，能否按拼

音读出我家地址后塞到信箱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浙江省奉化
区分公司答复：发到奉化的国际邮

件，地址等信息需要宁波邮政公司

进行统一翻译。网友反映的问题可

能是宁波邮政公司未进行翻译才导

致了退件。翻译过后的邮件将正常

投递。

@“007”：裘村镇甲岙村吕夹岙

前几年修水库，拓宽了上山的道路。

最近有人造房子占去一半道路，影响

村民出行。

裘村镇政府答复：房屋修建已经

过审批，目前房屋修建是在不影响交

通的情况下开展的，并顺着路的走

向，所反映的影响交通是该条道路为

土路，目前只对路坎进行了石砌加

固，未对路面作修缮。针对这一原

因，村里计划对道路进行修整，改善

交通状况。

夏先生的故事：烟雨奉化，梦回溪口。——10月10日

柠檬水：奉化区尚田镇，田园风光秀丽。——10月8日

莲花花B：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小洋房前著名的剡

溪旁美丽的风景。——10月9日

爱做梦的7哥：千丈岩瀑布的彩虹。——10月9日

新科散打世界冠军
王永杰载誉归来

10月6日，奉化区体育局、奉化区锦屏街

道在奉化体育馆召开欢迎座谈会，迎接新科

世锦赛武术散打冠军王永杰载誉归来。——

10月7日@宁波日报的一条微博引起了网友

的热议。

@猪猪：厉害。

@布朗熊：奉化冠军真不少。

小V说博：又一名奉化籍健儿站在冠军

奖台上，希望王永杰能继续创造纪录。

奉化渔民古法捉跳跳鱼引关注
要抓到跳跳鱼并不容易，但对身怀绝技

的渔民来说，却如探囊取物。所谓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宁波奉化的村民们在滩涂上用古

老的方法,收获食物。——10月 9日@宁波
同城会的一条微博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老老老兔子：好希望能亲自去体验一

下！

@zww：这种古老的传统技法应该保护

和传承！

小V说博：当下科技飞速发展，传统技

艺面临消失，古法捉跳跳鱼作为一项历史悠

久的技艺，蕴涵独特的内涵，体现着先辈们

的智慧。

生态大堰日迎游客超万人
截至 10月 5日，奉化区大堰镇游客接待

总量超过 5万人次，创下了该镇国庆长假游

客接待量的新高。作为宁波市 4个省级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样板镇之一，大堰镇长假期

间通过线上线下两条途径，向社会推出生态

大堰民宿体验游，高山种植采摘游、大堰高山

水稻秋收节、省级户外运动基地自行车骑行

会等系列特色活动。——10月 6日@宁波发
布的一条微博引来网友跟帖。

@涪城：还真有人体验打谷子啊？还以

为是个段子。

@亿丰Silvia：去哪报名？

小V说博：近几年乡村旅游热度正盛，大

堰旅游的火爆也说明了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

游之路的正确性。

当下，互联网已经深度融入我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智能

终端已经成为我们的美食导购、出行导游、金

融管家、工作助理、学习帮手、娱乐盒子、健康

教练和亲密伙伴，承载着人们的衣、食、住、

行、玩、购乃至全部的社会关系。从某种角度

上讲，网络已经紧密联系着我们的当下和未

来。

事实上，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渗透，很多人

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变成了“网络依存症患

者”，“网络社会”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虚拟空

间，而逐渐成为现实社会的映射和延伸，甚至

开始反制于现实生活。所谓的“网络社会”，

其实不过是现实中的人，以互联网为纽带，通

过信息交换而形成的空间。虚拟与现实的界

限，早已逐渐模糊。

从轻来说，一次恶意的网络黑客攻击，可

能让个人或企业的数据资产尽失，生产、生活

秩序被严重扰乱；一次无度的网络暴力，可能

让涉事主体心无可安、遑遑不可终日。从重

而言，一次网上个人信息的泄漏，会让 18岁
的准大学生徐玉玉命陨花季；一次对网络不

良信息的轻信，会让魏则西悲剧发生；一个网

络金融传销骗局，可能让一个小康之家倾家

荡产。

因此，网络空间的安全和清朗，不仅关乎网

上生活的愉悦与否，也关乎人们的生命财产安

全和个人心理健康，是人们现实生活安乐的必

要保障。网安，才有人安。网络空间的清朗，才

有现实空间的风和日丽。更进一步来看，网络

安全已经成为城市安全、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

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涤除网络空间阴霾，加固网络空间的安

全藩篱，需要法律政策、技术防控、机构监管和

个人安全素养的共同布防。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领导下，我

国制定实施网络安全法、重拳整治网络空间乱

象，坚持依法管网与综合治理并举等，在保障个

人和国家网络安全方面，扎实全面地筑起安全

堤坝。与此同时，很多网络安全技术从业者布

局攻防，悄无声息地守护着我们的网络安全，网

络生态日益净化。但终究，网络社会是每一个

个体行动和互相结网的结果，离不开个人的努

力。

大数据时代，所到之处必留下痕迹。如敬

畏现实社会法律法规一般遵守网络安全相关法

规政策，如适应现实社会生活规则一般尊重网

络秩序，如接受现实社会道德制约般在网络空

间谨言慎行，如学习现实生存技能那样重视网

络素养提升，同时在网络信息识别、自我保护、

价值判断、创造参与等其他网络素养上不断着

力，是每一个“网络社会人”的时代必修课。

新华网评

网安，才有人安

选择付费观看

@男子汉Mark：这不仅可以监控孩子有

没有认真听讲，更可以监督老师是否负责，是

否有体罚孩子的情况。我们看来，监控教室

的好处或许更在于将老师和孩子都置于摄像

头之下，能够让他们更加“守规矩”，并逐渐养

成“守规矩”的习惯。

@煎饼果子来一套：直播课堂，对老师

自身素质的提高十分有益。现在的孩子不好

管理，课堂上睡觉、玩手机、做小动作等现象

很多，安上监控后便于家长时刻关注到每一

个孩子。这样，孩子们不敢出格，促进孩子的

成绩提高。

实时监控侵犯隐私

@限制留言：孩子并非物品，他们有着

独立的人格，即便在教室这种公共场所，孩子

们也有自己的隐私权。将他们的一举一动置

于家长视线之内，甚至是其他家长眼皮底下，

这显然涉嫌侵犯他们的隐私权。而如果其他

家长出于戏谑等目的将孩子们打哈欠、抠鼻

子等不雅丑态上传到网络，恐怕还会构成侵

权。其次，校方采取这些举措并没有与家长

们进行商量，未经同意将涉及孩子的镜头

“卖”给其他家长，这不仅是对孩子权利的忽

视，更折射出校方对家长和孩子们选择权、决

策权的淡漠。

@王丽华说：学生的隐私全都暴露给陌

生人，万一被不法分子盯上了，你敢保证孩子

的安全？就算学校监控没有被泄露，其他家长

可以肆无忌惮地看着你的孩子，糟心不糟心？

@就是木头老师：让孩子们长期处于摄像

头的高压之下，他们会把主要精力更多地要放

在如何强作“精神”之上，这显然严重影响他们

的学习状态。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孩子的完整

人格，监控孩子本身就是对孩子的极端不信任，

显然不利于良好亲子关系的维系，甚至将触发

孩子们的逆反心理。一个得不到父母信任的

人，则将难以自信，更将难以形成对整个社会的

信赖。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性格将是有

缺陷的，更毋谈完整人格。

守规矩不靠监控

@纤纤没美发：事实上，如果深入分析，让

老师认真负责、不体罚学生，需要也必须依仗法

律、纪律以及职业道德，个别无良老师即便在摄

像头下守规矩，并不能禁止其在摄像头之外的

不端行为。

@可爱的丸子：从功利的角度而言，教育

的直接目的在于让孩子掌握学习能力并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摄像头高压下假装出来的“规

矩”，只会让他们离开摄像头后变得更加不规

矩，并不能有效提升学习成绩。

@阿凯：我记得以前高三的时候，我们班

主任就坐在监控室看着我们，然后再来教室一

个个批评。讲真，我到现在都有阴影。每个人

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讲闲话、打瞌睡、吃零

食、睡觉，犯点小错误都很正常，孩子天性就是

如此。用监控管束这些小动作，看上去很有效，

但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在镜头下伪装自己，成为

“戏精”——监控之下，非常听话，循规蹈矩；逃

离监控之后，放飞自我，对老师家长学校无比厌

恶。

编后：孩子们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由于社会经验不足，认知体系尚不健全，并不十

分了解被监控背后的深义。不可否认的是，这

种被监控的状态是压抑的、紧张的，精神和身体

相剥离。让孩子勇敢、自在地做自己，比什么都

重要。

只要付费，教室监控家长实时看，
你会怎么选择吗？

近日，微博大V@阿骀在新浪微博上爆料称，儿子学校收了100
块钱，给他一个摄像头登录密码，然后在手机下个软件，就可以查看
儿子在教室的情况，实现随时监控。只要付费，教室监控实时看，你
会怎么选择？对此，网友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栏目主持 毛超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