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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隐私
方 翔

走在街上，发现有人用手机在拍

摄你，你会怎么办；在网上浏览时，竟

然发现先前你住宾馆的视频，你会怎么

办……公安部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指出，发现个人隐私被偷拍、偷窥、

传播，要第一时间报警。

过去，互联网领域曾经有一句名言，

“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但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情况却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交应用、网上购

物、招聘等各种网站、应用服务上，从个人

的从业教育经历，到性格、兴趣爱好，甚至

是个人隐私信息，都有可能被轻松找到。

隐私权是公民的重要权利，民法典

将隐私权作为民事主体的人格权进行规

定，旨在用法律手段充分保障公民隐私

不被侵犯。对于不法分子把个人隐私当

作商品买卖，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

压态势。近几年，各地公安部门多次部

署开展专项打击行动，对偷拍偷窥黑产

实施全链条打击，像浙江警方曾通过追

踪针孔摄像头非法使用者，治安拘留偷

窥他人隐私人员，并发现了其他违法犯

罪线索。

对于个人隐私被偷拍、偷窥、传播，

要加强源头治理，不给违法者可乘之机，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增强个人

信息保护意识，提高信息安全防范能力，

特别是善于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

利，首先就是要做到第一时间报警。这

样一来是保护自己的权益，二来也是可

以备案，一旦有更多的人遇到和你类似

的情况，就可以一起处理。

善于使用法律武器，还要学会收集

有效证据。比如在酒店中，发现针孔摄

像头等，可以通过拍照、视频、录音等方

式保留证据；如果在网上发现有关个人

隐私的视频或者照片，则先要保存，必要

时进行公证，及时固定证据……这些收

集证据的动作，都可以与报警同步进行。

只要每个人都能善于拿起法律武

器，就能在社会观念层面建立抵制个人

隐私被偷拍、偷窥、传播的共识，不给不

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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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开间店面，从东到西，经典培丽酱菜、
邵万生、乔家栅、泰康……十几个老字号一字
排开，酱菜、月饼、糕团、南北货，热闹非常。
明天，要中秋啦！毫无疑问，淮海路雁荡

路口全国土特产食品商场酱菜四季排队风景
线，依然如故。
今年中秋，一个变化是，做了86年“老地

主”，“全土”曾经只有培丽酱菜一枝独秀，如今
是老字号扎堆，还有更多创意在赶来的路上。

要的就是这种“土”味
“称一斤螺蛳菜，一斤乳黄瓜，一斤牛肉

酱！”这边，市民薛老伯一听就是老顾客，酱菜
点得利索。那边，营业员去汤、去皮、加卤，这
三招就是“全土”标准操作——一份酱菜，上
称前去掉汁水，过秤时去掉包装分量，称好了
再加汤卤。老字号，真材实料、诚信经营、服
务周到，就是传统腔调。
酱菜专柜上方，正对大门，LED广告牌

上，培丽酱菜第三代传人戴立贵师傅的大照
片神采奕奕，照片下方，八个大字：“传统工
艺，匠心制作”。就算第一回来“全土”，迎面
看见戴师傅和八个字，也就明白了——难怪

马路上常年排队，老味道，好味道，有道理！
1936年，江苏商人鲍氏兄弟经营的培丽

土产公司开业，“全土”酱菜四季排队风景线
由此开启。开办之初，只有60平方米左右两
开面，如今已经扩大至380平方米八开面。
很多年里，“全土”只有一家培丽酱菜，如今却

是十几家老字号扎堆，个个都有独家绝活，都
有自己坚守的“土”味。
“土”味，让“全土”酱菜近悦远来。专柜

一天至少两个销售高峰，旺季每天平均3000
多人次购买，日均销售额从2009年的5700元
增至逾4万元，销售坪效在全国同类产品中

名列前茅！

“青春创意”同场竞技
今年中秋，邵万生推出了糟香月饼，一时

间风靡申城，在“全土”开出的专柜，也亮出了
糟香月饼大广告。

同场竞技，“全土”培丽酱菜，有啥创意？
“几样小包装的新产品，正在研发。”培丽酱菜
第四代传人陈志豪站在商场大门外，看看从
南京路、徐家汇齐聚“全土”的老字号们，说不
出的开心。

小包装？对的。老字号，要有“青春创
意”，这也是腔调。近年来，老字号紧盯产品
的年轻化、包装的小量化、渠道的多样化，新
产品、新包装、新渠道不断涌现。

全土，有啥“青春创意”？八宝辣酱月饼、
红油酸菜青团、“礼·八宝锦”酱菜酱料伴手礼
礼盒，还有，申报非遗，把酱菜酱料作为民俗
饮食文化，广为传播，吸引年轻人“爱酱菜”。

如今，专柜酱菜五六十个品种，要论最年
轻的，当数人参萝卜。白萝卜，本地产，个头
小，模样像人参，外号“人参娃娃”，去年一经
推出就很受欢迎。“过去几个月断档了，目前
正在腌制加工中。”陈志豪预告——过了中
秋，国庆前，“人参娃娃”就要回“全土”啦！

本报记者 姚丽萍

个个都有独家绝活 各自坚守独有“土”味

86岁“全土”，老字号竞相“比腔调”

北纬30?48′35″、东经122?10′25″，大戢山岛。
这座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东海

外航道的小岛，地处长江口与杭州湾交汇处，南
来东往的船舶皆需取道此处入港出海。
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上海航标处大戢山灯塔

主任池才明，1988年成为佘山岛的一名灯塔工，
1994年调任至大戢山岛，在海上一待就是34年、
1万多个日夜，池才明也成了上海守塔时间最久
的人。
为了365天24小时不间断照顾好岛上的设

备，守塔人每天轮班，一天三班倒。而遇到突发
情况，在岛上待上一两个月也是常事。

“大海、小岛、灯塔，这些看起来很浪漫，但待
上一星期保证你觉得无聊，久而久之人就很孤
单，但当把守岛作为事业来对待，那这份寂寞必
须忍受。”池才明和同事选择把生活和工作都扎
根在大戢山，每个人都把大戢山岛当作自己“另
一个家”。
“我们说灯塔精神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如今更需要把这股劲给坚持下去，真正做到尽职
尽责，真正做到为别人指引导
航。”望着远方的星星点点，池
才明表示大家的付出都是值
得的。
本报记者 萧君玮 陈炅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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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土特产食品商场外，市民在排队购买食品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小岛上，他用坚守“照亮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