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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本报报道了《“大圣”七夕

大闹金山白漾村》，“流浪的猕猴来
自哪里，又将去往何处”令人关心。

有专家称它很可能是“被丢弃的非
法饲养的宠物”。记者就此做了一番

调查，果然发现有私养宠物猴地下
交易链，涉嫌违法犯罪。

个人不能饲养
上海自然博物馆副研究员何鑫

说，他知道不少动物园每年都会有

人送去不要养的猴子，以猕猴为主。
这只猕猴很可能是有人非法养的宠

物，养大后丢弃了。
金山区林业站野生动物保护科

科长黎春刚认同这一说法。他告诉

记者，猕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只

有得到上海绿容局颁发的驯养繁殖

许可证才可饲养，对饲养单位还有

硬件和软件的要求。如，有展示类功
能的公园、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等

科研单位等。买卖猕猴双方都需要
许可证。目前，金山有四家单位有许

可证，但最近没有一家丢失猕猴。个
人是不能饲养猕猴的，如果抓到的

话，应移交动物园。
大金山岛上有人工放养的猕

猴，那么，这只猕猴会是从那里来的
吗？负责猕猴喂食的山阳农技中心

工作人员陈永斌表示，目前大金山
岛上生活着约 200只猕猴，每天会

喂食玉米饲料。但大金山岛远离大
陆，猕猴基本上是不可能离开的。

“长不大的石猴”

何鑫分析，现在法律更加严密，

惩罚更加严格，社会各界保护野生

动物意识也不断增强。但以前的法
律监管不严，网上有人非法买卖所

谓“长不大的石猴”“宠物猴”，其实
就是猕猴，“长不大”是骗人的。随着

那些宠物猴慢慢长大，买家越来越
担心，就会偷偷扔掉。

黎春刚说，个人养殖宠物猴比

较隐蔽，尤其是它们比较小的时候。
如果没人举报，很难发现。但猕猴慢

慢长大，就会越来越难遮掩。
不过，尽管打击很严，但一些宠

物爱好者的猎奇心理还是难以遏
制。近日深圳罗湖区人民法院就宣

判了一起诈骗案。受害人燕女士等
三人看到有人网上卖猴子，就爽快

转账，不料很快被拉黑，合计损失 1

万多元。

携带致命病毒
果壳网博主“河马叔叔”在一篇

揭露私养猴子非法现象的长文中写

道，一只正常的猕猴，有复杂的社会
网络，有兄弟姐妹，也有情人知己。

它们每天要花 10-15%的时间互相

理毛———不光是为了清洁体表，更
是社交联谊的手段。这是任何宠物

主无法提供的。
“河马叔叔”强调，私养宠物猴

最危险之处是可能造成人猴间病菌
传染。猕猴身上有一种对人杀伤力极

强的病毒之王──Herpes B。这种病
毒为猕猴特有，通过体液接触传染，

轻则严重损伤神经系统，重则致人死
亡。不治的话，死亡率高达 80%！关键

是，这种病毒对猕猴影响轻微，看不

出任何症状的猴子也可能携带。反

之，人类身上普通的病毒，对猕猴等
灵长类来说也可能是致命的。

“河马叔叔”说，养猴子等于在家
里埋了一个野性难驯的定时炸弹。这

个炸弹青春期最容易爆炸。青春期带

来荷尔蒙分泌、肌肉生长和性成熟，它
的体形越来越大、脸越来越长、眉骨

越来越突出，情绪也会变得难以捉
摸，喜怒无常。也许它还会对你很亲

切，但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很
暴躁。因为此时猕猴的野性告诉它，

是时候尽展威风了，它要追求异性，

要争当老大，要用逐渐变长的犬齿
消灭潜在的威胁。更可怕的是，野外

的猕猴会把同类的猴子当成威胁，
而宠物猴则把人当成同类，爱的是

人，恨的也是人。 本报记者 屠瑜

大闹金山的“大圣”从何而来
私养宠物猴地下交易链浮出水面

    “人面不知何处去，可叹我还笑

春风。 ”有人将唐诗改了几个字，不
尽烦恼跃然纸上。 “我的面孔去哪

了？”这真是现代人必须面对的大难
题。 因为，“盗脸贼”让人防不胜防。

人的面孔天然具有法定性，它
是人格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极具

私有性。但是，近年随着刷脸技术在

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盗脸” 之事
时有发生。 比如，在当事人不知情、

未同意的情况下， 数以千万计的人
脸信息数据被违法采集售卖；“换

脸” 软件给不法分子从事违法活动
提供便利……

令人欣慰的是，本月起依法“保
护面孔”有了明确的法条细则。最高

法新实施的 “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
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公
民可以对三种刷脸行为说不： 一是

物业不得强制将人脸识别作为出入
小区的唯一验证方式； 二是处理未

成年人的人脸信息， 必须征得监护

人的同意； 三是应用程序不得强制

索取非必要的个人信息。

我的面孔我做主，这是最基本
的法律精神。 今后，在宾馆、商场、

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

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违反
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使用人脸

识别技术进行人脸验证、 辨识或
者分析， 以及未公开处理人脸信

息的规则或未明示处理的目的、

方式、范围的，都属于侵害自然人
人格权益的行为。而且，法律还赋

予公民要求信息处理者承担违约
责任并删除人脸信息的权利。

一方面，公民依法享有自愿公
开人脸信息的权利； 另一方面，法

律规定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或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生命
健康财产安全所必需而处理人脸

信息的， 以及为维护公共安全，依
据国家有关规定在公共场所使用

人脸识别技术的，信息处理者不承
担民事责任。 这就是说，面孔的私

有性也要服从于法律的正当性。该
刷脸时得刷脸，这也不能矫情。

保护面孔
王 蔚

    熙语堂、追梦园，黄浦区西成居委会
主任戴瑾说社区治理

“幸福的烦恼”，都有解药
    马当路278弄，95岁

的石库门小区西成里大
门口，黄浦区人大代表、淮

海中路街道西成居委会
主任戴瑾正在跟门卫袁

师傅核对进入人员信息。

前阵子台风 “烟花”

才走，这阵子国内新冠疫
情反弹，作为新天地新景

点，西成里的社区治理有
什么突出问题吗？ 戴瑾

说，有啊，不过“幸福的烦
恼”都有解药。

扫码看西成里
的幸福生活

■ 戴瑾（右）告知租客注意事项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外有优美河景、烟囱广场、亲水平台、景观步道，内有书房、免费饮用

水、医疗箱、自助导览查询……在苏州河大渡河路桥附近的2号滨河绿地，
坐落着一幢复古老房子，它就是今年新建成的集苏州河书房、游客服务站、

市民服务站于一体的苏河水岸驿站 ·长风湾。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苏河水岸又添新驿

阿拉身边的代表 ···风风风采采采
熙语堂

新住户服务到位
距离西成居委会不远，就是人

大代表接待选民的“家、站、点”，有

个好听的名字———熙语堂。
为啥叫“熙语堂”？戴瑾说，意

思就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都来
说说诉求，毕竟社区治理靠大家。

去年，人口普查发现一个新现

象，微更新后，一些老住户搬回来
了，不过，人户分离仍有半数。空置

的房子，也没闲着———短租，民宿里
住着短期流动游客；长租，附近地块

旧改搬来过渡的居民；租客当中，老
外也有二三十户涉及十来个国家，

西成里，好比一个“小联合国”。
“人口管理和服务，就是疫情

期间，最大课题。”戴瑾说，弄堂大
门管得严，进入人员行程码、健康

码、信息登记，一样不能少；人进来
了，熙语堂的大门，随时敞开，服务

居民。
怎么服务？传统的，一张卡。新

住户来了，先送上便民服务卡，居
家过日子开门七件事，生活必需的

服务电话，一应俱全。先进的，“一

网通办”自助机，目前，居民办理多

项事务，可以在这台机器上查询政
策，未来，直接在机器上填表传输，

一键搞定。
西成里，太有魅力，近悦远来，

人多，却也是“幸福的烦恼”。熙语堂
里，面对新居民，戴瑾会说———放

心，我们的服务和管理，一起跟上！

追梦园
幸福感装满“口袋”

马当路、复兴路、淡水路，围出
一片口袋公园，有个响亮的名

字———追梦园。

曾经，地铁 10号线开通了，出

行方便了，这里却留下一片狼藉的
废弃工地，脏乱差，居民投诉不断。

戴瑾一次次反映居民诉求，终于，
今年 6月底，黄浦区市容绿化局紧

赶慢赶，追梦园开园了。放眼望去，
花花草草，随风摇曳，生趣盎然，住

在公园隔壁的西成居民，推窗见

绿，开门见花，幸福感装满了“口袋
公园”。

7月台风“烟花”过后，居民们
担心“追梦园”里花花草草还好吧，

地面上会不会积水呢？跑来一看，
哇，都好好的，也没有积水啊，海绵
公园，棒！

戴瑾看着

也笑了，追梦
园，灵的，基层

社区治理，再
辛苦，也值了！

首席记者
姚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