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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为想吃什么，外卖 App 就能推荐什

么，恰似上天明白我的心意，殊不知还有一种

可能———这些 App正在“偷听我说话”。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一过， 一场 “窃听风

云”就笼罩整个外卖行业。有媒体做了三个月

测试后发现，两家外卖 App 出现精准推荐和

同类推荐的概率超过 70%，有时是几分钟后

就出现，有时是第二天出现在 App 首页。 两

家外卖平台都对“偷听”予以否认，也没有足

够证据来指证企业，但“窃听风云”再次折射

出消费者个人信息被滥用的风险与窘境。

“偷听”属严重违法行为

谈及 “窃 听 ” ，首 先 要 考 虑 “技 术 支

撑 ”———技术能不能低成本进行窃听？

在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法律顾

问赵占领看来，想要“偷听”手机用户的说话，

技术上不难实现———目前任何智能手机上都

有麦克风，可以实现记录功能。

不过在 360 安全专家看来，长期实现“窃

听”的可能性不大。 一方面，App 利用获取的

权限对用户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监听”，这一

行为不仅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明令禁止，对

开发 App 的企业而言， 也会造成设备耗电量

的大幅上升，用户体验严重下降。 另一方面，

由于采集到的绝大部分都是无效数据， 且体

积巨大，传输、处理和存储这些数据都会带来

极高的成本。 因此，这位专家认为，App 不太

可能利用麦克风权限对用户进行“监听”。

赵占领也支持这种说法。“公司是否会选

择这种操作来实现精准营销，不好断言。 ”他

认为，大公司偷听用户说话，其法律风险和公

关风险太大，“这是严重违法行为———往小里

说，它涉及到侵犯消费者隐私，踩到了企业商

业道德底线；往大里说，这种行为甚至可能构

成犯罪。 ”

数据买卖或带来系统性风险

在测试中，有媒体提到一个现象，作为外

卖平台的美团、 饿了么没有被授权打开麦克

风，那么“窃听”从何而来？ 后来记者发现，同

属于一个商业体系的天猫和微信的麦克风都

在开启状态，而关闭后，精准推荐的情况就不

再出现。

这牵扯出另一个问题———这种 “窃听风

云”是单个 App 的问题 ，还是一个生态链条

上的集体输出？ 专家对此各持己见。

赵占领更倾向于是单个 App 的问题，他

认为对于国内比较大的互联网公司而言，这样

做的可能性很小，承担的风险也更大。

在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健盛看来， 大公司或许不齿于

用“窃听”等方式实现精准营销，但不代表它们不会采买外部数

据，“App 不少是免费的，看起来很干净，但不排除会有这方面的

窃听。 ”

唐健盛认为，“窃听风云”不仅仅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

交易权等合法权益，更遭受到了系统性的风险，企业一旦获得消

费者的数据和隐私之后，可以给消费者造成更多未知的伤害。

精准营销时代更要重视消费者隐私

上海市消保委去年开始已经从技术角度关注 App 的权限

问题。过去一年，包括地图、浏览器、输入法、视频网站等 App，都

曾被市消保委约谈过；而在本周三，一场关于购物、生活服务、交

通出行相关 App 的约谈也将展开。

“App 的权限看起来是法律问题，其实是一个技术问题。 ”唐

健盛指出， 做这样的研究是因为 App 已成为消费最主要的入

口。 当 App 上大量信息被整合成数据，数据又被用于各种商业

用途，作为数据获取源头的消费者却并不知情，“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去分辨哪些 App 的权限拿得不够合理，有哪些权限给消

费者带来的风险比较大。 ”

唐健盛认为，在数字化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对于消费者数据颗粒度的要求越来越细，及时性要求越来越高。

出于商业竞争必要性， 获取消费者的数据可能是企业不得不去

做的事，但如何最大程度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就成了一

道愈发严峻的难题。

一位技术人士建议，安卓手机或苹果手机都有“隐私”选项，

用户如果不放心， 可以在使用 App 前， 通过这些选项取消与

App 功能不太密切的授权， 比如容易侵犯隐私的摄像头或麦克

风选项。

高中生活应该“自主玩”“智慧学”

沪上高中校园开放日昨起举行，“四大名校”通过精心设计的活动向学生展示———

小呆想看看人类的世界，穿过车水马龙

来到人类的广告前；小白是个吃货，跨过大

山，找到卖坚果饼干的仓鼠先生；爱探险的

哇哇召集朋友一起研究探险地图……一段

上海中学版《旅行青蛙》，让数百名到上海中

学参与校园开放日的学生们感受到了高中

校园生活的美好。

昨天，四所知名的市示范性高中———上

海中学、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复旦

大学附属中学、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分别

举行校园开放日活动。各校通过精心设计的

活动内容，向学生展示，高中生活不应只有

“刷题”，而应“自主地玩”和“智慧地学”。 接

下来还有更多的高中校园开放日将举行。

名师授课，让初中生体验
高中课堂乐趣

昨天 8 时 30 分， 华东师大二附中校园

开放日活动如期展开。 记者从学校了解到，

参与今年开放日活动的学生有近千人。

刚刚走过一甲子的华东师大二附中，秉

持 “追求卓越 ，培养创造未来的人 ”办学理

念，为了帮助报考学生及其家长更深入地了

解学校传统，昨天开放了校史馆、学生影视

广播中心、图书馆、漂流书吧、创新实验室等

颇具特色的学生公共空间供参观。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 全校 23 位教师登

上讲台开设“名师课堂”，与参加开放日活动

的学生零距离对话。“垃圾分类大家谈”一课

切中当下热点， 生物老师将科学融入生活，

深入浅出地讲解如何快速、 准确地分类垃

圾，令学生们直呼“长知识”。其他课程如“遗

传学家孟德尔的研究故事”等，也让在场学

生听得意犹未尽。

“校园气象站”“舌尖上的化学”“不插电

的计算机科学”……在上海中学，前来参与

校园开放日活动的学生们在计算机教室体

验了十门由上海中学教师教授的慕课。上海

中学校长冯志刚表示，希望通过校园开放日

活动，让同学们感受上海中学给予学生足够

的个性、潜能发展空间与创新平台。

挖掘学生“有趣的灵魂”

昨天 8 时许， 修缮一新的复旦附中迎

来数百名初三准毕业生。 为了激发同学们

的科研热情 ， 复旦附中开放了集物理 、化

学、生物、通用技术等科学与技术项目的实

践大楼———“问思楼”，提供“机器人竞赛项

目 FRC6907 战队体验”“用模块电路设计制

作抢答器、投票器、报警器”等八个多方位的

科技体验项目。 有趣而精妙的项目设置，让

同学们体验到了科研的乐趣。

同样用丰富互动挖掘学生们 “有趣灵

魂”的，还有上海交大附中开展的特色班体

验活动，这些活动全部由高一、高二实验班

学生自主设计、安排，内容包括各类创新性

理化生实验。此外，上海交大附中还通过多种

方式展示科创课题活动的进程与发展方向。

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样做是为了让初三

学生了解高中三年的课余兴趣发展方向。

“同辈的力量 ”成为对初
三学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在各校校园开放日活动中，“同辈的力

量”不容小觑。

在华东师大二附中，各特色实验班的学

长学姐代表们自信登台，从他们的学习和生

活视角，畅谈在校学习体验。当天，还有上百

名在读学生加入志愿者行列。

昨天上午，复旦附中校园里的学生志愿

者们作为校园引导，为学生答疑解惑；下午，

学长们登上讲台，结合拍摄精美的照片和精

心剪辑的视频，向未来的学弟学妹讲述自己

在校的学习与生活，展现自己心目中真实而

美好的校园。

据悉，复旦附中特别关注综合素质优秀

基础上的学生个性特长，包括在思想品德、

公益服务方面的表现 ，在数学及自然学科

方面的学业成绩 ，在人文学科方面的探究

学习及出色作品 ，在艺术 、体育等方面培

养起的兴趣专长等。从网上申请环节开始，

学校就有意识地考察报名学生的多种兴趣、

能力等。

上海今年计划造林7.5万亩
到2020年将建成17条（片）市级重点生态廊道

本报讯 （记者李静）昨天 ,“走进森

林 走进果园———上海林业宣传活动”系

列之 “探秘森林奇境 认养林地树木”活

动在佘山国家森林公园举行。记者从主办

方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获悉，今年本

市计划造林 7.5 万亩，其中建设生态廊道

是重点，到 2020 年，将建成 17 条（片）市

级重点生态廊道。到 2040年，上海森林覆

盖率预计将从现在的 16.8%提高至 25%。

认养林地树木得到市民热烈响应支

持。 昨天，200 个亲子家庭及松江大学城

青年团员认养了佘山国家森林公园的

200 棵树木。 同时，松江大学城护林青年

志愿者队伍正式成立， 将致力于维护森

林环境整洁，积极参与环境保护。这也是

沪上首支专门青年护林志愿者队伍。

据市绿化市容局介绍， 到 2020 年，

上海将建成 17 条（片）市级重点生态廊

道，面积约为 12 万亩，其他生态廊道面

积约有 7 万亩。 17 条（片）市级重点生态

廊道主要围绕绕城高速建设， 在环城林

带外围编织一个更大的“同心圆”，面积将

是围绕外环的环城林带的 1.3倍以上。 比

如，6793亩的沈海高速生态廊道、4016亩

的吴淞江生态廊道等，崇明岛还有一条形

似项链的生态廊道，围绕环岛运河和陈海

公路编织铺展开来。 目前，金山化工区周

边生态廊道、老港垃圾处理厂周边生态廊

道和吴淞江沿线生态廊道等已全部或部

分建成，隔离了化工区、处理厂等设施，改

善了周边环境的生态价值。

所有生态廊道都将探索尽可能向市

民游客开放，可以走进去步行、骑行、休

闲。目前，青浦区太浦河涵养林练塘镇练

东村段、 奉贤区庄行镇新叶村大寨河段

公益林、西渡街道黄浦江涵养林北新段、

嘉定区华亭镇霜竹路两侧林带 （嘉行公

路霜竹公路路口以东至与宝山区交界

处）、崇明区庙镇种种生态片林、宝山区

罗泾水源涵养林等首批八个开放式林地

已建成开放，充分发挥林地服务功能，为

市民提供更多绿色休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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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力争明年全面消除劣V类水体
本报讯 （记者李静）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 2019 年 “打好雨

污混接整治攻坚战， 共建人水和谐美好水环境” 主题活动暨

“世界水日” 和 “中国水周” 活动获悉， 申城启动雨污混接整

治攻坚战， 今年年底前全面消除分流制地区市政混接、 企事业

混接、 沿街商户混接和其他混接， 同时计划年内完成 1000 余

个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改造， 完成率超过 60%。

据介绍， 2015 年至 2018 年， 上海率先开展分流制地区雨

污混接专项调查 。 水务排水部门检查了 1.9 万公里的排水管

道、 排放口等， 共查出 20290 个混接点， 并且边排查边开展混

接专项整治。 截至去年底， 已基本完成本市市政混接改造工

作， 相继完成 60%的企事业单位和沿街商户混接及 698 个住

宅小区的混接改造任务。 今年， 本市还将完成 22 个市政混接、

2810 个沿街商铺、 1360 个企事业单位混接和 596 个其他混接；

同时， 计划年内完成 1000 余个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改造， 完成

率超过 60%。 至 2020 年， 全市基本消除雨污混接点， 从源头

控制污水排入水体， 力争全面消除劣 V 类水体。

■本报记者 徐晶卉 何易

别让家长心中的“未来”毁了孩子的兴趣
上海科普大讲坛上，教育专家与家长共同探讨高效教育的秘诀

“教育的道理我都懂，但是不同职业间

收入差距太大，如果现在不拼命让孩子上补

习班，他们长大只能去扫马路，怎么办？ ”在

前天举行的上海科普大讲坛交流环节，一位

外企女高管的一番话引起嘉宾和听众的激

烈讨论。

此次讲坛的主题是 “我们应该教给孩

子什么”。 三位教育界重量级嘉宾———宋庆

龄学校校长、 宋庆龄幼儿园名誉院长封莉

蓉， 静安区教育学院附校校长张人利， 上

海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处处长杨振峰与

家长们共同探讨高效教育的秘诀。 给孩子

选择的权利、 倾听孩子的需求、 家长们应

放下焦虑， 是三位教育专家演讲中共同提

到的观点。

而这位女高管的问题却凝聚了当下家

长的焦虑“症结”所在。 专家们表示，社会竞

争太激烈，害怕孩子掉队是人之常情，但他

们却过多地把自己的经验套用在孩子身上，

没有看透未来的竞争并不只是分数的竞争，

更是个性的竞争，每一个得到全面而有个性

发展的人，都有享受人生出彩的机会。

“扫大街 ”后面有着女高管
没有看到的问题

杨振峰说，这位女高管的问题看似有道

理，其实并不严谨。 她故意将企业高管和扫

大街这两份职业放在一起， 误导人们接受

“考得好就能当高管 、 考得差就只能扫大

街”，但实际生活并非如此。 “当高管或扫大

街需要的很多能力，都不是以上补习班的数

量来决定的。 ”他说。

真正带着兴趣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广播新闻中心首席

主持人秦畅谈到她最近邀请一位环卫工人

担任节目嘉宾———她不仅是 90 后， 还是一

位上海本地小姑娘。她直播自己扫马路的过

程，一不小心成了环卫圈的红人，她记录着

所管片区人们生活的人情百态，甚至有人专

门去看她扫大街。 “不要以现在的工作去判

断未来的工作。 ”秦畅认为。

和语数外老师相比，生物老师的“存在

感”或许并没有那么强，备一套教案可以讲

六遍。 但是因为喜欢，身为生物老师的杨振

峰并不觉得这是一种“折磨”，而且，他给不

同班级准备不同的教案，在同样的时间里就

比别人成长得更快，“这就是兴趣的力量。 ”

所有人都是“剧场效应”受害者

家长为何焦虑？ 杨振峰说，根本原因是

“剧场效应”。 何谓“剧场效应”？ 在一个剧场

里，大家都在看戏。每个人都有座位，大家都

能看到演员的演出。 忽然，有一个观众站起

来看戏（可能是为看得更清楚，也可能因为

身高较矮），周围人劝他坐下，他置若罔闻。

于是，周围的人为了观赏演出，也被迫站起

来看戏。 最后全场观众都变成了站着看戏。

如何改变“剧场效应”？ 杨振峰说，首先

需要有“管理员”让站着的人坐下。近年来上

海市教委连续颁布减负政策， 就是这一体

现；而另一方面，也需要家长本身转变观念，

要知道未来社会是一个提倡个性能力、讲究

创新能力的社会，如果大家一窝蜂地去学奥

数、编程、英语，那所有人这方面的竞争力都

降低了，而拥有“稀缺”能力的人将拥有更好

的就业前景，而稀缺能力的培养又和孩子自

身兴趣有关。

所以杨振峰建议家长把培养孩子兴趣

放在一个新的维度进行考量，这可能是孩子

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为何家庭教育的地位越来越高

封莉蓉说，近年来，教育和科学的联系

愈发紧密，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教育是家庭

和学校共同作用的结果，家长是孩子最亲密

的人，老师是孩子最崇敬的人，那么家长和

学校在教育中分别扮演什么角色呢？

从共同点来说，二者都要回答好这三个

问题：培养怎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

养人，具体来说，学校教育是要尊重教育规

律，即符合大概率人群的成长规律，而家庭

教育是个性化教育即为某个孩子量身定制。

有家长觉得，现在老师什么都要家长监

督，家庭教育的负担越来越重。张人利认为，

这是必然的，这是时代发展所决定的。 他提

出一个判断家庭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志，就是

看孩子是否愿意和你讲心里话，你只有知道

他们在想什么，才能真正地成为他们心灵的

导师， 如果有更多的家长能做到这一点，那

么孩子的焦虑程度、患心理疾病比例都会有

所下降。

春光明媚 漫步赏花
近日， 申城天气晴朗， 阳光明媚，

湛蓝的天空上白云飘飘， 加上光与影的

变化 ， 美不胜收 。 不少市民在滨江步

道、 公园等处健身慢跑， 赏花拍照， 享

受春天的好时光。 图为市民在滨江绿地

漫步赏花。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张鹏 朱颖婕

复旦附中校园开放日活动现场，学生们在做实验。 （复旦附中供图）

■本报记者 沈湫莎

综合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