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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公众被算法“绑架” 马 丹新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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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上海报业集团离休

干部，新民晚报社原经理部副经理（正处

级）王玲同志，因病于2022年1月11日上

午在家中逝世，享年90岁。

王玲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22年

1月15日（周六）上午9时，在上海龙华殡

仪馆云端厅举行。

特此讣告。

上海报业集团
2022年1月14日

《我想尖叫》喊出孩子喜怒哀乐
小学生日记记录心声，爸爸妈妈们听到了吗

本报讯（通讯员 宋严 记者

江跃中）日前，普陀警方在“砺剑1

号”专项行动中，查获一起危险驾

驶案件，涉案男子孙某与妻子杨某

双双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去年12月17日晚9时20分

许，普陀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民警在

祁连山南路绥德路南侧隧道设卡

临检，一辆白色轿车行至隧道口突

然停了下来，后车只得绕行。执勤

交警立即穿过隧道询问情况，女司

机杨某显得十分紧张，语无伦次。

民警对杨某作呼气式酒精测

试，结果一切正常。正当民警准备

放行时，一名躺在后排、满身酒气

的男子引起注意，结合女司机一反

常态的表现，民警立即警觉起来，

联系长风新村派出所综合指挥室

调阅隧道口公共视频。经询问，这

名男子姓孙，是杨某的丈夫。夫妻

俩均坚称始终由妻子杨某驾车。

很快，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反

馈：这辆轿车此前一直由孙某驾

驶，行至隧道口停车后，杨某坐到

驾驶座上，而孙某换位到车后排。

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测试，孙某体内

酒精含量高达213mg/100ml。后经

医院抽血检测，司法鉴定所司法鉴

定，孙某血液酒精含量为227mg/

100ml，属于醉酒驾驶。

之后，交警将孙某、杨某移交

长风新村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

据两人交代，12月17日晚上，孙某

驾车带杨某到绥德路某饭店吃饭，

孙某喝了酒。饭后，杨某驾车回

家，但因平时很少开车，且对路况

不熟，开得比较慢，引起孙某不满，

要求换自己驾车。杨某在明知孙

某大量饮酒的情况下，仍答应其要

求。孙某驾车行至隧道口，发现交

警设卡临检，害怕酒驾被查，便授

意换杨某驾车，以逃避检查。

一男子醉酒驾车遇临检
与妻换位露馅双双落网

App上总有那么些广告弹窗，关

也关不掉？社交平台上总会看到不想

看的营销号？刚和朋友聊起一款化妆

品，购物软件马上就给你展示相关商

品？很多人日常都会被这样的大数据

算法“精准推送”，甚至不少时候觉得

它成为了一种困扰。不过，今后这样

的流量造假、大数据杀熟可能行不通

了。近日，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发布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

剑指算法治理痛点。

算法是用计算机去解决问题的策

略方法，每个“网络居民”都和它息息

相关。一些互联网公司打着“技术中

立”的旗号，以个性化定制为名，利用

大数据算法对用户进行精准画像、精

准推送、精准营销，不仅收获了流量，

更获得了巨大收益。而不良营销信息

也通过迎合用户猎奇心理，让哗众取

宠、偏激错误甚至虚假的信息得以传

播，误导公众。在这样“强势”的算法

面前，用户往往无法拒绝、无权选择。

其实，大数据本身是不具备情感

和价值取向的，但它背后的算法应该

成为正确价值观的载体。这或许正是

《意见稿》发布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它

明确了用户可以选择关闭算法推荐，

也可以拒绝使用其个人特征数据的算

法推荐服务，同时规定软件运营者不

得根据消费者的偏好、交易习惯等特

征，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

上实施不合理的差别待遇等。不少人

为此击节叫好：终于有希望摆脱算法

推荐的“绑架”了。

不过，算法监管仅仅依靠《意见

稿》和企业自觉，其实很难形成长效机

制。未来，用好大数据、管好大数据，

并让其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需要

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制定建立健全算

法机制机理审核、科技伦理审查等制

度，需要企业守住价值底线、设立自省

机制，也需要每位用户自觉抵制不良

算法。只有多方协力，才能共同敦促

大数据“向善”，让网络回归清朗。

本报讯（通讯员 沈浩 记者

屠瑜）近日，金山区一名3岁男童趁

家人不备，独自离家逛超市迷了

路，被人发现并及时报警。

1月3日上午10时41分，金山

公安分局亭林派出所接到热心群众

报警求助，称在超市内有一迷路男

童。民警沈挺屹立即赶到现场，见

到了这名男童，其年龄较小，面对陌

生环境始终不愿意开口说话。据周

围热心群众描述，当时这名男童手

拿一盒巧克力来到收银台，身边没

有家长陪同，问他也没有任何回应，

之后还跑出超市在马路边徘徊。超

市收银员为安全起见，只能带他坐

在收银柜台边等民警前来。

沈挺屹陪着这名男童在周围寻

找家人未果后，将其带回派出所。

之后，沈挺屹一方面安排人员去现

场继续寻找男童家人，另一方面调

阅公共视频查看这名男童的途经路

线，经过近一小时努力，终于联系到

他的家长。接到民警电话时，这名

男童的爸爸正在着急寻找，得知孩

子被带到派出所妥善照顾后，第一

时间赶到派出所接回了孩子。经了

解，这名男童的家与超市仅隔一条

马路，当天他趁爸爸做饭之际偷偷

跑出家门，一路闲逛来到超市玩耍，

所幸被热心群众及时发现并报警。

三龄童独逛超市迷路
热心群众报警 民警帮忙找到家人

本报讯（通讯员 宋严 记者

江跃中）日前，一只猫头鹰误闯工地

食堂，因体力不支而一头栽倒，引起

不小的骚动。所幸工人及时报警，

最终民警联系相关部门，为这个“不

速之客”找到新家。

1月5日傍晚5时许，普陀公安

分局石泉路派出所接到辖区某工地

工人报警，称一只疑似猫头鹰的鸟

类误闯入工地食堂，不知该如何处

置。民警立即赶到现场，此时工人

已将疑似猫头鹰的鸟类装入一只麻

袋内。随后，民警将疑似猫头鹰的

鸟类装入一个大纸箱内并带回派出

所，根据网上查阅的资料来投喂苹

果，同时联系园林部门。

1月6日上午，园林部门工作人

员赶到派出所接收，并立即送至上

海动物园。经鉴定，这确实是一只

猫头鹰，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猫头鹰误闯工地食堂
民警联系园林部门将其送至动物园

麒 麟 、白

泽、九尾狐……

这些传说中的

上古神兽到底

长什么样？可

曾真实存在？

昨天，由上

海科技馆和故

宫博物院联合

打造的“清宫兽

谱”展在上海自

然博物馆开幕，

展览将持续至

5月13日。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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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尖叫”“闷”“无聊极了”经

常出现在悠悠的日记里，这其实是

孩子喜怒哀乐的呐喊。家长们是否

愿意，又能否听懂孩子心声呢？昨

天，一场家庭教育研讨会在沪召开，

新书《我想尖叫——悠悠日记》作者

刘月珥（小名“悠悠”）、刘云耕与沪

上教育专家齐聚，聊起解锁亲子沟

通的秘诀——听见孩子真实心声。

“做小孩才不轻松！”
爸爸辅导悠悠的英文，讲着讲

着就吼了起来，悠悠感觉自己的“脑

子要炸了”。“凭什么吼我？”“就凭我

是你爸！”悠悠在日记里写下当时的

想法——以后也要吼自己的孩子，

一定很爽。

看到这些话，爷爷刘云耕感到

很震动，他意识到，简单粗暴的教育

方式真得好好改改了。亲子教育有

一个“低声效应”，认为降低和孩子

说话的音调，教育效果能够事半功

倍。爷爷认为，低声氛围能够让孩

子觉得父母理智，孩子也能处于冷

静状态，有利于家长和孩子良好沟

通，此时的学习效果也更好。

疫情下的烦闷心情、爸妈辅导

学习的矛盾、落选小队长的沮丧，这

本书集结了悠悠在小学阶段写下的

日记，记录着真实生活中的喜怒哀

乐，呈现了一名小学女生的率真。

她希望通过这本书告诉大人们：“做

小孩才不轻松！希望家长和孩子都

能换位思考。”

每篇日记的后面，还有爷爷作

为祖辈从更为冷静的视角给出的睿

智思考。“家庭中发生的事充满相似

的火药味。”刘云耕说，书里披露了

年轻父母有时简单、粗暴、传统的教

育方法，供更多年轻父母比照、借鉴

或警戒，希望启迪年轻父母做优秀

家长。

“看见”真实的孩子
“关注孩子被爱、归属集体、摆

脱过失感、克服胆怯、获得好成绩和

自尊的六大需求，贯穿孩子成长的

整个童年，悠悠日记里写满真实，也

呈现了这些需求。”新书研讨会上，

“时代楷模”、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

吴蓉瑾说，成年人应该“看见”孩子，

关心他们的心情“晴雨表”，关注他

们的核心成长需求。

悠悠的爷爷写道：“像观察孩子

感冒症状一样，观察孩子心理上的

细微歧变。”

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冯杰也提

到，及时听见孩子的心声，及时关注

和消解孩子的不安和焦躁，倾听孩

子心声是学校更是家庭的责任。

家长要天天向上
“家庭教育是在家庭空间里形

成的生活方式，家庭教育的目的是

培养会生活的孩子，需要成人不着

痕迹地去引导，这其实很难。”上海

市教育科学院普教所家庭教育研究

与指导中心主任郁琴芳解释，儿童

不是抽象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

体是不同的，成人常以自以为是的

“儿童视角”去框住孩子，未必适用。

上海师范大学校长、研究员袁

雯认为，家庭教育中最可贵的是理

性，既要认识孩子成长的一般规律，

又要认识自己的孩子，给予个性化

指导。“有人说，孩子好好学习，家长

天天向上。孩子天天成长，家长也

应该如此，这样才能做好孩子的老

师，而不是绊脚石。”

在书里，悠悠呼吁：不要跟别人

家的孩子比。悠悠的爷爷认为：做

父母的要多跟别人家的家长比，向

优秀的家长学习，提高自身素质，这

是培养优秀孩子的前提。

本报记者 易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