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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强制刷脸，是共识更应是常规

　　“7 月 30 日，我
用同城快递寄了一个文
件，寄件的时候快递员
要求我通过人脸识别验
证身份，可下单之前我
明明做过实名认证了，
为什么还要再验证一
遍？”近日，北京市民
钟女士向记者反映，自
己在寄快递时遇到了被
要求人脸识别的情况。
进行人脸识别后，钟女
士顺利寄出了快递，但
她越想越不对劲，“寄
个快递有必要录入人脸
信息吗？”（ 8 月 5 日《工
人日报》）
　　寄快递需要实名认
证，这是快递业的一条
规定，其目的就是确保
寄件安全，这一点大家
都理解和支持；不过，

有些快递网点强制用户
刷脸寄取快件，来代替
实名制和防范快件丢
失，消费者肯定不会同
意。这是因为，面部信
息是个人的重要隐私，
一旦泄露将面临严峻的
风险，谁都不会大意。
　　公众对刷脸的谨慎
和担忧绝非杞人忧天，
特别随着 AI 技术的日
益成熟，“AI 换脸”
的网络诈骗频现，大家
更明白了“保护脸”的
重要性。再者，虽然邮
政寄件确实需要进行实
名登记，但邮政法规只
要求消费者收寄件提供
身份证件，并没有条款
要求进行人脸识别。所
以，快递网点要求用户
刷脸，必定遭到抵触与

质疑。
　　刷脸寄取快件方便
快捷，能确保快件的安
全，并提高工作效率。
但是在大数据信息时
代，网络诈骗频频发生，
消费者人脸识别需要慎
之又慎。事实上，早在
2021 年，最高法就明确
指出，经营场所营场所
滥用人脸识别属侵权行
为。2023 年 8 月，国家
网信办发布的《人脸识
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规
定（试行）（征求意见
稿）》也重申了这一点。
所以，如果没有充分且
必要的理由，任何单位
或个人不得强制刷脸。
　　任何场景下的刷脸
行为，都应受到法律法
规的审视。一些快递网

点强制用户刷脸，既没
有充分且必要的理由，
也没得到用户的同意。
退一步，即便是从快递
安全的角度，他们也没
有必要强制用户刷脸，
因为只要用户能提供身
份证件，再加上手机验
证，即可满足实名制要
求，保障快件安全。显
然，个别快递网点强制
用户刷脸，属于过度收
集用户信息，涉嫌违反
法规。
　　无论什么场景下的
人脸识别，都必须遵循
相关法规，征得消费者
同意，并妥善保管用户
信息。公民需要保护好
个人信息，商家不得强
制人脸识别，这样的理
念已经深入人心，也已

成为社会共识。当然，
不强制消费者刷脸，也
该由共识发展成各行各
业的常规。然而，事实
并非如此，因为在一些
行业，还有人为一己之
便，无视法规，我行我
素，强制消费者刷脸。
　　尽管保护消费者的
“脸”已经成为社会共
识，但由共识到常规，
不能仅靠商家、企业的
道德自律，还需要职能
部门的强力监管，督促
落实。因此，当我们遇
到强制刷脸的快递网
点，不要仅“换一家快
递网点”，还可以积极
地举报、投诉、较真，
维护自己的权益。

■黄齐超

不招属狗的？“奇葩招聘”侵犯平等就业权
　　近日，广东广州，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
一张招聘图，上面入职
要求其中一条竟写着：

“属狗的求职者勿投递，
抱歉。”记者注意到，
该公司招聘的是文员，
任职要求是会基本的办
公软件，有文员经验，
薪资为 3000-4000 元，
其余工作相关要求及福
利则没有提及。记者联
系该公司，一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老板属
龙，龙狗相冲，（可能
不利于公司的发展）。”
后面该负责人又补充
道，只要不是属狗的，
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可以
接受。（8 月 5 日极目
新闻）

　　世界之大，无奇不
有。广州这家公司在公
开招聘中，竟堂而皇之
地写着“属狗的求职者
勿投递”限制性条件，
令人感到不解。这种“小
九九”背后，究竟怕什
么？原来是属相“龙狗
相冲”的迷信在作祟。
笔者认为，公司发展岂
能与迷信挂钩，“龙狗
相冲”涉嫌就业歧视，
无疑侵犯劳动者平等就
业权。
　　我国就业促进法规
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
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
利。劳动者就业，不因
民族、种族、性别、宗
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
视。同时，用人单位招

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
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应
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
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
条件，不得实施就业歧
视。这家公司不招属狗
的这项规定，源自老板
属龙、“龙狗相冲”的
迷信。然而，该公司设
置如此特别条款来针对
属狗的人，对他们来说
显然是不平等的，已经
构成就业歧视。
　　事实上，“龙狗相
冲”不利于公司发展，
完全是无稽之谈。一个
企业的发展，需要各类
专业技术人才，在设定
招聘条件时应当公平、
平等，一视同仁，不应
该设置特别条款来针对

特别的人，更不能迷信
进行就业歧视。针对这
种“奇葩招聘”，求职
者可以向当地劳动监察
大队进行相应投诉，以
维护平等就业的合法权
益。
　　现实生活中，一部
分企业则比较“聪明”，
尽管在招聘时不会设置
类似“奇葩”的规定，
但会在内部会对类似
“属狗的”等特定群体
有所避讳，审核时直接
将其淘汰出局。此类隐
形就业歧视行为，表面
上很难发现，求职者想
投诉、维权，却苦于没
有任何证据，劳动监察
部门查处起来也比较困
难。因此，不仅要严禁

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任性
“画杠杠”，设置一些
限制性条件，侵犯劳动
者的平等就业权，还应
当防范一些内部“潜规
则”和隐形就业歧视行
为。
　　劳动者平等就业权
不容侵犯。各地劳动监
察部门应当加大日常监
督和检查的力度，对辖
区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
进行全方位监管，严禁
任何形式的就业歧视行
为，杜绝类似“奇葩招
聘”，从而充分保护广
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丁家发 

潜水旅游乱象频发，游客安全何在？
　　近些年的三亚，潜
水已经成为一项热门的
体验活动。每到寒暑假
和国庆节旺季，大潜水
公司一天能接待上千名
“体验潜”游客，小公
司也能碰到几十上百名
游客。体验潜的游客，
很少有潜水经验，他们
大多第一次下潜，有的
甚至不会游泳。教练会
以很快的速度带游客下
潜，这样游客耳朵由于
耳压失衡出现疼痛，会
提出想向上浮；还有教
练会想办法让游客的半
面镜进水，呛一口水，
人就不愿意再潜了。（8
月 7 日 《新京报》）
　　潜水，作为一种广
受欢迎的水下活动，既
能带来刺激的体验，也
能让人欣赏到海底世界

的奇妙景观。但在行业
高速发展的同时，却滋
生出种种乱象，一些潜
水店为了追求更高的客
流量和利润，不惜采取
种种手段，牺牲游客的
安全和体验质量，其中
最为严重的便是导致大
量游客耳膜穿孔的“刷
客”行为。一旦耳膜穿
孔，不仅会带来了生理
上的痛苦，还可能影响
日后的生活质量。
　　对于潜水店而言，
确保游客安全应当是经
营活动的首要前提。然
而，此次事件暴露出部
分潜水店在追求经济利
益的过程中，忽略了对
游客安全的基本保障，
缺乏必要的安全教育和
风险告知。游客满怀期
待体验潜水，结果变成

了花钱买罪受，在粗暴
的服务指导下，甚至可
能造成耳膜穿孔。这类
违法违规行为，不仅仅
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也涉嫌对游客造
成人身伤害，带来了严
重的安全隐患。对此，
潜水店应承担起相应责
任，提供必要的医疗援
助及赔偿，并接受法律
的处罚。
　　这种行为更对潜水
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
巨大的负面影响。旺季
时潜水店通过小伎俩快
速“刷客”，而在淡季时，
他们则通过二次消费高
价返佣来“抢客”。在
日趋“内卷”的潜水行
业中，服务质量的下限
被不断拉低。游客们原
本期待的是一次难忘的

潜水体验，却往往因为
潜水店的种种不当行为
而留下遗憾和伤痛。这
不仅损害了游客的身体
健康，也严重破坏了潜
水行业的形象和声誉。
　　然而潜水市场的乱
象并非一朝一夕形成，
其背后反映出的是监管
的不力和行业自律的缺
失。因此，监管部门应
建立健全潜水市场的监
管机制，加强对潜水店
的日常检查和监督，
对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
罚；同时，潜水店应加
强对教练的培训和管
理，提高教练的专业素
养和服务意识，确保游
客在潜水过程中得到安
全、专业的指导和服务。
只有建立起一套严格的
标准体系，才能从根本

上提升潜水活动的安全
性，避免类似事件的再
次发生。
　　总之，任何商家在
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
都不应忽视对游客安全
的基本保障。这对于广
大潜水爱好者来说，这
一事件也是一个警示，
提醒人们在追求探险与
刺激的同时，更应注重
自身安全，选择有信誉、
有保障的潜水服务，并
在活动中严格遵守潜水
规范，切实保护好自己。
希望通过各方努力，共
同营造一个安全、健康、
有序的潜水市场环境。

■张楚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