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该如此 纪玉新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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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近日，上海金山法院审理了一起个人

信息保护纠纷案，法学院大学生状告某知

名社交平台，诉请其排除在关闭期后对原

告自动恢复个性化广告推荐，并赔偿相关

经济损失。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商业活动

中收集和分析用户数据必须得到用户明示

同意，不得以默示同意替代明示同意，不得

在用户拒绝后设置期限自行恢复。

用户拒绝个性化广告推荐的权利，受

到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保护。个人信息

保护法就明确规定：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

向个人进行信息推送、商业营销，应当同时

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个

人提供便捷的拒绝方式。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也

有类似要求，还补充了一条：用户选择关闭

算法推荐服务的，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

当立即停止提供相关服务。

随着人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逐渐增

强、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渐趋完善，网络平

台在个性化广告推荐方面给用户提供了更

多选择。多款常用App已上线算法关闭

键，用户可以在后台一键关闭“个性化广

告”“个性化推荐”。不过，这个关闭键往往

并非一目了然，而是需要用户到隐私、广告

等设置选项中寻找。

有的平台虽然提供了关闭选项，用户

却不能“一劳永逸”。在文章开头的案件

中，原告发现只能选择为期六个月的关

闭时间，期满后平台将自动强制性恢复

个性化广告推荐，为此诉至法院。这种

“期满后自行恢复”的做法，恐怕并非个

别。或许平台认为相关法律与规定未作

明确禁止，就可以打这个“擦边球”。但究

其实质，仍然是在未取得用户同意情况下

擅自处理个人信息，侵犯了用户的合法权

益。在法院调解下，相关平台取消了个性

化广告推荐的自动恢复，并赔偿原告合理

损失。

个性化广告推荐不得自行恢复，早该

如此。其他平台若有类似做法，同样应该

主动清理、自觉取消。维护用户合法权益，

固然需要“较真者”积极维权、监管部门和

消保委等机构及时介入，更需要平台、企业

等时刻以合法合规为底线，不对用户的个

人信息“乱伸手”。

昨天夜里，一则令人难过但并不出乎意料

的消息，还是来了。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

联盟（IUCN）发布全球濒危物种红色目录更新

报告，宣布白鲟灭绝，长江鲟野外灭绝。说这

个消息不出乎意料，是因为两年前，国际学术

期刊《整体环境科学》发表的研究称，预计

2005—2010年时长江白鲟已灭绝。

名录显示，全球现存的26种鲟鱼均面

临灭绝威胁——长江特有物种白鲟已经灭

绝，长江鲟野外灭绝，裸腹鲟多瑙河种群灭

绝。红色名录同时提升了其他7种鲟鱼的

保护等级。

IUCN鲟鱼专家组主席艾纳 ·路维表示：

“结果是令人震惊和悲伤的，但却在意料之

中。评估表明鲟鱼仍然无法摘掉‘世界上最

受威胁的类群’这一头衔。”

近20年前最后现身
鲟鱼族群是进化树上的独特单元。鲟

鱼化石可追溯到中生代三叠纪，也就是说它

们曾与恐龙同时代生活，是真正的“水中活

化石”。

俗话说：“千斤腊子，万斤象。”前者指的

是中华鲟，而后者就是指白鲟。据《中国动物

志》记载，白鲟最大个体可达7米，体重908公

斤。它曾当之无愧地被列入“世界十种最大

的淡水鱼”。1994年3月，我国曾以长江白鲟

发行过一组纪念邮票，一套四张。

白鲟最后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是

2003年1月24日下午。那天，一条3米多长

的大鱼，突然撞进宜宾渔民的网中。大鱼身

上有条约8厘米长的伤口，精神萎靡不振。得

到消息赶来的渔政部门断定，这是十多年来

长江首次出现的活体野生白鲟。

IUCN鲟鱼专家组成员、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长江所研究员、武汉长江中华鲟保护中

心发起人危起伟向记者回忆起救助这条白鲟

的经历。“当天夜里，白鲟开始‘翻肚皮’。我

提出人工帮助它扶正身体，保住正常呼吸。”

那会儿，危起伟正在赶去救援的路上，当地专

家为白鲟进行了消毒和缝合处理。

26日上午，以危起伟为首的专家组赶

到，下水对受伤白鲟进行体检和治疗。专家

们为白鲟治好伤后，又在其背部缝合了一个

声呐发声仪，以便将 它放归长江后开展定

位跟踪、掌握、研究白鲟的健康及种群生存

状况。

“当人们将它放归长江后，恢复了自由的

白鲟把长吻几次露出水面，上下游动，似乎是

在表示感谢。”危起伟说，他开始追踪白鲟的

声呐信号，然而，1月30日凌晨，追踪船不幸

触礁，螺旋桨损坏。时值春节，修船耽误了好

一会。遗憾的是，船修复后，再也没能发现白

鲟的声呐信号……

“长江大保护”已成共识
IUCN发布的报告同时指出，在全球范围

内，鲟鱼面临的主要威胁包括：野生鱼子酱和

鱼肉的非法贸易带来了非法捕捞，水坝阻断

了它们的迁移路线，不可持续的砂石开采破

坏了它们的产卵场，以及栖息地丧失。

此次被提级的三种亚洲鲟鱼包括白鲟、

长江鲟和西伯利亚鲟自然种群，其中前两种

都是中国长江流域的代表性水生物种。除了

白鲟外，长江鲟（达氏鲟）则是因为未能发现

除增殖放流种群外的幼鱼而被评估为野外灭

绝——这一结果凸显了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

保护面临的巨大挑战。

危起伟将白鲟和白鱀豚进行了对比：“诚

然，鲟鱼是世界上最受威胁的类群，但是白鲟

灭绝仍然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白鲟和白鱀

豚生态习性不同，一个在长江上游繁殖，一个

栖息地主要在长江中下游，但是它们灭绝的

命运与时期却差不多，这并不是偶然事件，更

是深刻教训，其他长江水生生物万不可重蹈

覆辙。”

长江流域分布着多达4300多种的水生生

物，其中鱼类400多种，长江特有鱼类170多

种。近年来，我国已经加大了长江流域水生

生物保护力度。农业农村部陆续发布了《中

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长江江

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与《长江鲟

（达氏鲟）拯救行动计划（2018—2035）》。计

划中对于中华鲟的现状描述是“产卵频率降

低、洄游种群数量持续减少、自然种群急剧衰

退”，对于长江鲟则是“自然繁殖终止、野生种

群基本绝迹、人工群体亟需保护”。

“长江鲟和中华鲟不应该只有灭绝一种

未来。它们的人工繁殖已经突破，建立了一

批人工群体，但自然种群的恢复任重道远。

所幸‘长江大保护’已成中国共识，‘十年禁

渔’、《长江保护法》等利好政策已陆续开始实

施。”危起伟表示。

记者了解到，人工繁殖及放流一直是中

华鲟物种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30多年来共

放流中华鲟700万尾以上。不过，珍稀特有物

种的恢复十分艰难，研究人员仍在与时间赛

跑，尽可能缓解野生资源衰减对中华鲟种群

繁衍的不利影响。

本报记者 郜阳

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宣布

白鲟灭绝 长江鲟野外灭绝

用莲藕作画、记录阅读手账、制作神奇

日历、到植物园里探秘、挥汗“舞”动夏天

……这个暑假，闵行区浦汇小学每个班级都

有自己的特色作业，涉及各门学科。孩子们

的暑假作业变得更益智、有趣和好玩了。

二（1）班班主任曹梦芸布置了一个“莲藕

印花”的作业。她说，暑气正浓时节，民间素有

吃藕的习俗，这个作业是让小朋友们借助莲

藕的根，蘸上各种水粉颜料，在画纸上印出“小

荷尖尖角”“七彩气球”等可爱的图画。张冉冉

同学说：“妈妈买了几只莲藕回来，把不能食用

的根部切下来，正好是藕段的横切面。我把

一个个藕根放在绿色、红色、黄色和粉色的颜

料里蘸一蘸，再摊开一张白纸，像敲图章那样

把藕印在纸上，出现了一组色彩鲜艳的莲蓬

图案。没想到藕不仅能吃，还能用来画画。

我激动地用手机拍了照片上传给老师。等开

学后，全班还要办一个莲藕印花展览呢。”

二（2）班班主任朱晓慧布置的作业是

“随心拍”。朱老师对孩子们说：“请同学们

遵守好防疫的相关要求，跟着家人或小伙伴

一起走到户外，捕捉令你心动的画面，可以

是美丽的景致，也可以是可爱的人物，大家

一起用照片传递身边的美好瞬间。”朱老师

认为，与其让二年级的孩子苦思冥想写作

文，不如用照片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让他

们到生活中去发现美、拥有美、表达美，更有

利于开阔眼界和增长知识。

王雯清是浦汇小学的科技总指导，她给

全校学生布置的暑假科技作业是“植物乐园

大探秘”，让孩子们在小区里或到野外观察感

兴趣的植物，或者在家里开辟一个阳台（庭院）

“小苗圃”。她说：“低年级小朋友只需将自己

观察的植物画下来，并在父母的帮助下了解

它的名称和生长特点。高年级小朋友需要借

助网络查阅了解该植物的具体信息，记录自

己的观感。观察植物是为了让同学们热爱大

自然，同时也能学会观察、记录和收集整理信

息。哪位同学先完成了这个作业，就可以在

线把观察记录提交给我。观察认真、记录完

整的同学，我会奖励他们一张随机生成的植

物拼图，这张拼图将成为同学们开启新学期

自然学科学习的神奇钥匙。开学后，班里的

每位同学将自己得到的拼图合到一起，就是

一幅完整的植物图鉴了。” 本报记者 王蔚

用莲藕做印花 在阳台建苗圃

作业让孩子乐不思“暑”

“堂间课堂”
彩期添彩

景假百景
2022

前天，松江

区泖港镇开展

“小小少年田间

行 红色基因薪

火传”主题活

动，让孩子们了

解家乡，了解红

色历史和农业

知识。

本报记者 陶磊
通讯员 姜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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