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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公共场所过度使用甚至滥用人脸识别技术，近
日，上海开展消费领域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专项执法行动，
加快整治步伐，朝着公共场所“不刷脸为原则、刷脸为例
外”的目标持续攻坚。（12月3日《文汇报》）

刷脸支付、刷脸解锁、刷脸开门、刷脸进站……人脸识
别技术遍地开花，正越来越频繁地嵌入我们的生活。然
而，刷脸技术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担忧。当“刷
脸”无处不在，最终这些隐私数据会流向哪里，是否存在泄
露风险，会否对个体隐私、财产利益等带来威胁，仍然是个
未知数。

类似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有关人脸识别的争议屡有耳
闻。一些物业要求业主只能刷脸才能进小区；开发商为精
准获客，在售楼部偷偷设置人脸识别系统；学校采取姿态
评估、表情识别、人脸识别技术，对学生上课情况进行监

控；甚至还有游泳馆更衣柜也用上了人脸识别……事实
上，很多时候这些技术应用犹如“高射炮打蚊子”，在使用
场景必要性、程序正当性、与服务内容关联性方面都需要
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技术发展的步伐越快，越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手段来
遏制其滥用的可能，否则就有可能打开“潘多拉魔盒”。目
前，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已对经营者收集个人
生物识别信息作出原则性的规定，为技术良性发展确立航
道。在此基础上，防止人脸识别技术滥用，当务之急是要装
好“安全阀”、细化治理思路。在事前环节，不妨提高准入门
槛、明确行业资质，相关部门可出台人脸采集使用场景的
限制性规定，制定相关白名单、黑名单；此外，有必要加强
对写字楼、商场、企业等重点场所、重点领域的重点监督，
切实增强执法精准性、穿透力。 付迎红 来源：广州日报

“刷脸”时代需适当做减法

745岁的妙应寺白塔“穿”上毛衣顿添糯感；地坛的枫叶
和银杏叶变成了毛绒玩具，露出可爱搞怪小表情；古希腊胜
利女神在国博靠“软萌”出圈，一度断货……一股“毛绒绒
风”正在北京文旅市场掀起新风暴。文创设计的选题已经从

“历史传统”深入到“当下生活”，年轻人更舍得为“可爱经
济”蕴含的“情绪价值”买单。（12月3日《北京日报》）

在社交平台上，各地文旅推出的特色文创很是吸睛，
甘肃“麻辣烫”、陕西“肉夹馍”、山西“刀削面”、杭州葱包
桧、绍兴臭豆腐等美食，都变身为可玩可装饰的毛绒玩具。

“毛绒绒风”是文旅产业可爱化的生动体现，也是对年轻人
追求“可爱经济”的顺势回应。年轻人不仅获得了愉快的互
动购物体验，还收获了满满的情绪价值。正是这种“情绪价
值”的浸润加持，使得更多年轻人成为“可爱经济”的拥趸。

“可爱经济”的外在表现为文创新产品的“绒化”，内核则
是尊重和满足公众的情绪价值。历史传统的文物古迹、风土人
情、美食小吃，有了更高级的外在表现形式，年轻人个性化需
求就能被更好满足。既具有表现上的仪式感，又兼备体验上的
新特感，正是年轻人爱上这些毛绒玩具的重要原因。

“情绪价值”是一个人通过自己的言行、态度、情感表
达等方式，给他人带来情感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抚慰。这
种价值并非物质上的给予，而是通过情感层面的交流实
现。从淄博烧烤的盛极一时，到“尔滨”冰雪的走红出圈，这
些现象背后都体现了对公众情绪价值的重视，并通过恰当

的方式让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
在人们的心灵深处，都渴望被抚慰、被关注、被爱护，

在这个过程中，情绪价值的投射是非常重要的。“可爱经
济”作为一种新型消费形式，逐渐成为一股强大的消费动
力。各种情绪价值消费催生出一批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涌
现了一批新服务、新群体，“可爱经济”日益成为消费市场
新的需求密码和拉动消费升级的助推器。

“毛绒绒风”的吹送，为文创产业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毛绒文创正成为文旅市场的新晋“顶流”。毛绒文创这股风
想要吹得长久，一是要通过内容挖掘、产品塑造、营销推广
等措施提升产品文化内涵、文品质量和品牌影响力；二是
要结合当下新时代的审美风尚，打造多样化消费场景，提
供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的文化消费体验；三是顺应消费
市场趋势的新变化，挖掘产品背后的情绪价值，打通消费
者情绪痛点，满足消费群体情感诉求；四是大力发展萌宠
经济、解压经济、怀旧经济、悦己经济等新业态，创造出更
具情绪价值的文旅产品和服务。

“可爱经济”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更好纾解人的压力并抚
慰他们的心灵。“可爱经济”催生出的情绪价值消费，正在成
为撬动消费增长的一个新支点。更多市场主体应该敏锐洞
察市场趋势，与用户建立情感联系，让产品成为互动的容
器。谁能够提供触动消费者情感的产品或服务，谁就能在竞
争激烈的市场中获得更多优势。许华凌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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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挂号，多日有效。”目前，广东已有深圳、珠海、湛
江等地推出这一便民政策。12月3日，省卫生健康委在“民声
热线”节目中回应，广州也将在明年从市属医院开始试点并
逐步推广，具体覆盖的诊疗范围还在研究中。

“一次挂号管三天”刚刚推出时，就备受期许。过去，多
数医院的挂号仅限当次当日有效，这就意味着，如果当日拿
不到辅助检查结果，就必须隔天重新挂号。除了花了更多的
钱，一旦遇上号源紧张，想要复诊未免太过折腾，有时医生
的结论明明就只有几句话，患者的等待时间却生生被拉长。
在这种情况下，“一次挂号管三天”的创新之举，的确直击堵
点和痛点。淄博市卫健委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这项举措一
年可为患者减免挂号费约240万元。

就医体验好不好，体现在“关键小事”中。梳理最近几起
报道，不难发现一个鲜明导向——从挂号到就诊，从检查到
结算，改善就医体验要全流程发力、全方位推进。从一些地
方的探索来看：有的将服务再升级，推出“一次挂号管七
天”；“先诊疗后付费”“零押金住院”等信用就医模式，大大
简化了就医流程。从全国范围来看：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
门近日发文要求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节约医
疗资源，提高医疗服务效率；随着改革的推进，医保共济范
围逐步从市内扩大到省内、从直系亲属扩大到近亲属、从省
内扩大到跨省，“一人生病，全家共济”更可感可及……如此
种种，不仅是体制机制的优化，更是服务理念的升华。

把好事办好，更需要“致精微”。以“一次挂号管三天”为
例，在试点过程中，初诊者和复诊者的冲突，是比较普遍的
问题。避免初诊者被频繁插队，复诊者等待时间过长，关键

是明晰规则、合理排序、动态管理。理论上，医院的门诊量越
大，对细节和管理的要求往往就越高，更须因院制宜，切忌

“一哄而上”、搞“一刀切”。正如相关负责人在节目中表示，
广州市目前还没有正式发文开展该业务，是因为广州很多
大医院病人特别多、门诊量大，情况有点复杂，有必要通过
试点积累经验，完善制度机制，再逐步推广。

事实上，切口再小的改革，背后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比如，
“医检互认”就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涉及医疗资源差异、操作
标准统一、责任划分、利益分配、信息共享等一系列环节，有赖
于多方协同，优化政策配套；再如，对于“先诊疗后付费”，也有
人担心恶意欠费，这种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很大程度取决
于信用评估、风险防范的能力；同理，“一次挂号管三天”也要
兼顾效率和公平，寻找“最大公约数”，根据现实反馈弹性调
整。有的地方借助信息技术自动判断出符合条件的患者，并自
动分配序号，就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不可避免的是，医院的运营成本会有所增加。但只有坚
持公益性导向，保证医生的工作量与绩效挂钩，体现其劳动
价值，才能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为“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好
的疗效”创造条件；避免续诊需求扎堆于大医院，需要进一
步落实分级诊疗制度，把小病、慢病、常见病诊疗留在基层；
长远来看，扩大“一次挂号管三天”的受益面，如推广至专家
门诊、多学科联合门诊，甚至是打破时间限制，归根结底，还
是要把“蛋糕”做大。

医学探索没有止境，提升医疗服务亦是如此。期待更多
走心又“解渴”的好政策，让资源多“走路”、群众少跑腿。

钟颐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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