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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波晚报》报道这样一
件事，慈溪市“理响胜山”理论宣
讲名师工作室走进胜山红菱基
地。慈溪“网红大叔”陆维君身穿
红色长褂，手拿折扇，以一曲滩簧
调《五中全会喜讯传》，为田间耕
作的农民和休闲散步的游客带来
一堂生动鲜活的全会精神宣讲
课。

用戏曲的形式，宣讲五中全
会精神，带来了这样的场景：农民
带着农具闻声而来，听得津津有
味，中途没有一人离场。“现在党
的政策越来越好，跟着党走，我们
致富更有奔头。”一位村民边看

“戏曲宣讲”边不时鼓掌叫好。
“戏曲宣讲五中全会精神”

小组共有20人，都是当地的戏曲
爱好者。他们用家乡话解读大
政策，以“文艺+”的表演形式，把

“理论大餐”烹制成“家常小菜”，
使党的五中全会精神深入人心、
深得人心。具有亲和力，是“戏
曲宣讲”收获好评如潮效果的一
大主因。

滩簧调是宁波当地的一大戏

种，尤其受到老人的喜欢。如何把
五中全会精神宣讲好，宁波采取

“文艺+”的方式，把理论知识融入
新的形式之中。为此，他们结合滩
簧调的特点，组织文艺工作者把五
中全会精神撰写成“戏曲桥段”，用

“戏曲方式”解读党的政策，解读发
展理念，将群众“听不懂的理论”变
成了“听得懂的语言”。

宣讲五中全会精神，就需要
这种“接地气”“带露珠”“冒热气”
的创新。比如，向孩子们宣讲可
以设计成“动画宣讲”“动漫宣
讲”，向年轻人宣讲可以搞成“歌
曲宣讲”“网红宣讲”等等。依据
群体不同，采用不同的宣讲方式，
可以让五中全会精神真正在百姓
心里扎根。

聚焦时政热点，注重宣讲艺
术，讲好精彩故事，使党的创新理
论宣传更有高度、更具深度、更添
了“百姓味”。“戏曲宣讲五中全会
精神”，让“好宣讲”有了“好声
音”。会堂里的专家宣讲好比是

“美声唱法”，而田野里的传播则
需要“通俗唱法”了。

热点追评

图说世相

“戴头盔看房”是对滥用人脸识别的无声抗议
郭元鹏

三江热议

近期，一则“戴头盔看房”的
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中还有字
幕：“为保护个人信息，戴着头盔
去看房”。导致看房者出此奇招
的，正是售楼处的人脸识别系
统。专家提醒，未经消费者同意
就抓拍其人脸照片涉嫌侵权，数
据一旦泄露危害极大。

11月23日南方都市报

“戴头盔看房”，虽然夸张，但
却不乏现实警示意义。这与其说
折射的是消费者应对人脸识别的
无奈与智慧，倒不如说凸显的是
时下房产销售中售楼处等人脸识
别滥用的无孔不入、登峰造极，以
及这种滥用得不到及时纠治的现
实。

在房产开发商和销售商看
来，在售楼处安装人脸识别设备，
也许有着“美妙的考虑”，即在确
保售楼处安全的同时，也照顾到
了相关“分销模式”的问题。时
下，每当新楼盘上市时，大多房企
一方面会花大量费用做营销，吸
引潜在购房者。另一方面也会找
各种卖房平台“分销”，通过这一
途径卖出的房子，房企会给相关
平台一定费用。但实际运行中，
二者往往会有一定混淆，造成两
种渠道抢客源的混乱。而人脸识
别不但可以遏止这种混乱，还能
一个不落地精准识别客户。

毫无疑问，“无感”抓拍的人
脸识别，虽然方便了开发商、销售
商等，但却无疑是对消费者权益
的伤害，是对法律的挑战。

一方面，人脸识别会在某种

程度上让开发商等便利实施“大
数据杀熟”，损害消费者利益。比
如就有业内人士透漏，某项目推
出一系列年底购房优惠，只要购
房者第一次到访项目并当场下
单，各种折扣算下来可以少花30
万元。但购房者必须是第一次到
访，或者此前没有被摄像头拍到
过。

另一方面，《网络安全法》
《民法典》《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
息安全规范》都对收集、使用个
人信息有明确规定，然而售楼处
却在没有告知消费者、未经授权
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私下识别获
取人脸生物信息，并与他人分享
应用，这种行为明显违反正当
性、合法性、必要性原则，严重违
法违规。

可遗憾的是，类似这种明显
侵权现象，在舆论等关注下，不是
得到较好扭转，而是在维护安全、
秩序等堂而皇之理由的掩盖下，
野蛮生长大行其道。

“戴着头盔看房”，看似戏谑
和玩笑，其实是广大消费者面对
人脸识别侵权无力无奈的表现。
就此意义上看，“戴着头盔看房”
不是笑话，也不可笑，而是一个对
人脸识别技术在售楼处被滥用的
无声抗议和要求严肃查处的公开
网络举报。期待各地相关方面的
执法者，迅速行动起来，进行一次
集中全面整顿，并采取措施让这
样的整顿常态化、严肃化，既维护
售楼处的健康秩序，也保障消费
者的人脸信息等正当权益不被无
辜侵犯。

“戏曲宣讲五中全会精神”
接地气的宣讲滋润心灵
郭元鹏

湖北广水一名行动不便的94岁老
人为了激活社保卡，被亲属抬到银行、
抱起进行人脸识别的视频，近日在网上
广为传播。银发老人被抱起时，瘦弱而
困窘的身影，刺痛人心。社保卡本是便
民利民之卡，如此激活，相关部门及单
位应当反思。事实上，类似问题并非首
次出现。

各类服务为什么不能更人性化
一些？“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
腿”在实践中一再“卡壳”，说到底还
是服务意识缺失、责任心缺位。

便民利民，心到情意才会到。
目前，尽管涉事银行已作出回应称，

此事的发生暴露了该行宣传不到
位、服务意识不浓的问题，工作人员
已赶到老人家中道歉。我们仍要追
问：与其事后上门道歉，为何事前没
能想到上门服务？举一反三，相关
部门和单位同样也应思考：对于确
有人脸识别需求的事项，如何推出
更多人性化的解决举措？对于老人
等特殊人群，能否更多进行远程办
理或者预约上门办理？相应的便民
制度执行中，是否还有“打折扣”问
题？用实际行动去回答好这一个个
问题，我们的工作离群众满意才能
更近一些。 据新华社

人脸识别就不能
上门服务吗？

严勇杰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