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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四面八方的公共数据汇集到大

数据平台，就像一条条小河汇流到湖泊中，
如果有一小部分的水出了问题，也会污染

整个信息水系，造成严重的安全问题。”
2018? 4月，上海成立市大数据中心，

在全市公共数据统一集中管理的基础上，打
造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

管”。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新

闻学院党委书记兼执行院长张涛甫对上海

公共数据安全治理的关注，也始于此时。
上海智慧城市建设走在国内前列，城

市公共数据的内容也在海量增长。已通过
市政府数据服务网开放了超过 4000项公

共数据，基本覆盖 44家市级部门的主要业
务领域，数据开放工作连续三?排名全国

地方政府第一。

公共场所人脸识别、指纹录入等智能
应用场景，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管

在火车站、飞机场，还是在小区闸道门、街
边便利店，公共信息的集纳无处不在。

在调研中，张涛甫发现，公共数据包含
大量个人信息，来源往往多元、分散。这些

信息如果处于裸露状态，没有得到应有的
保护，数据安全风险会被分散在各处，问题

也由此而生。“比如人脸识别数据泄露，也
就是人们调侃的‘丢脸’了。”

如何有效管理和保护公共数据？今?

上海两会期间，张涛甫提出了这个问题，
而后投入几个月时间，调研了市大数据

中心、市委网信办、市经信委、市公安局
等相关部门，并在 11 月向市人大提交了

一份关于上海市公共数据安全的调研报
告，提议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

须加大公共数据管理的立法工作，同时建

立起公共数据安全标准，让公共数据安全
由政府主导。

作为人大代表，张涛甫的建议是为打
造一座更加安全的智慧

城市，“这不仅涉及个
体，更重要的是，在公共

信息管理的过程中，让
公权力更好地保护好公

民的信息安全。”
见习记者 吕倩雯

通过立法强化个人信息保护
———记市人大代表张涛甫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明? 1月 1日

起，上海将启用一套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
统———“上海 2000坐标系”，成为上海区域

内法定唯一的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
市民经常在街头看到穿工服、摆弄仪

器、低头记录的测绘人。从自然资源管理到
城乡规划建设，从城市自然要素调查到一个

个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测绘不可或缺。测绘

地理信息工作是为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
会发展和生态保护提供服务的基础性工作。

目前，上海市使用的“上海平面坐标系

统”是上世纪 50?代基于“北京 54”坐标系

建立的，已不适应现代空间技术的发展。因
此，上海市建立了基于 CGCS2000的相对独

立的平面坐标系统，简称“上海 2000坐标
系”，有利于上海各类数据与国家数据进行

无精度损失的转换，推动跨区域、跨界数据
深度融合与资源共享，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战略实施和新片区建设提供基准保障。

如何将新坐标系启用影响降到最小？
“新坐标系启用后，和旧系统相比，90%的

点位误差控制在 5厘米以内，平均误差在

2.5厘米以内。”上海市测绘院总工程师赵

峰介绍，经严格推算，“上海 2000坐标系”
启用后对新建工程无影响，对老坐标系下

的一般成果也无影响。对于精度要求低
于±5厘米的上海平面坐标系的地理信息

成果无需进行坐标转换，即可认定为上海
2000坐标系成果。“上海 2000坐标系”启

用后，将对上海 20个跨过渡期、精度要求

较高或涉及工程衔接的建设项目有影响。
为此，测绘部门已主动上门对接，为建设项

目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上海2000坐标系”明年启用
有利于上海各类数据与国家数据无精度损失转换     惩戒学生不再是“烫手山芋”。 昨天，教

育部制定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下称《规则》）正式颁布，并将于 2021年 3

月 1日起实施。《规则》系统规定了教育惩戒
的属性、适用范围以及实施的程序、措施、要

求等，这也是第一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对教
育惩戒做出规定。

“教不严，师之惰。”惩戒，特别是对于扰

乱教学秩序的“熊孩子”，通过适当的惩戒方
式，不仅可以教育学生，还能保护其他学生

的权益。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旦老师
惩戒孩子，很容易引发家长不满。 今年 5月

30日， 广州一小学生家长在网络上发布其
女儿遭老师体罚致吐血的虚假信息，并伪造

血衣、雇人进行网络炒作，从而达到迫使学
校开除涉事老师、索要赔偿等目的。 此事引

起广泛关注，微博热搜高达数亿阅读量。 近
日，该家长因寻衅滋事罪被判缓刑。

类似教师在正当惩戒孩子之后，家长通
过网络给老师扣上“体罚”的帽子，并对学校

施加压力的事件近年来屡屡发生，其原因就
是惩戒与变相体罚界限并不明确，结果让不
少教师面对学生教育问题时变得 “不能管、

不想管、不敢管”，最终形成多输的局面。

教育惩戒是教育艺术中尤为特殊的部分， 既要

遵循教育规律原则，又要灵活运用。从“点名批评”到
“给予不超过一周的停课或者停学”等，《规则》赋予

了教师行使教育惩戒的法定权利， 改变了过去教师
管不了、不敢管的情况，保障了教师的教育权。 同时

也细化了禁止实施的七类不当教育行为， 为惩戒设

定了“负面清单”，明确了惩戒与体罚的界限。

教育是学校和家庭的共同职责，家长的理解、支

持和配合是学校、 教师正常实施教育管理的重要方
面。教育惩戒的目的是教育，而不是惩罚。对于教师

来说，要会用、敢用，亦要慎用；对于家长来说，要理
解、支持，更要配合。在家校合力中，共同营造良好教

育生态，让有“力度”的教育促进孩子更好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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