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出需扫码
老人孩童“难”
市民王女士反映，7月13日带

着家里老人去卢湾体育场锻炼，到

了后发现需要扫随申码才能进馆

内。“阿拉老人没有手机，也没随申

码，只能干瞪眼。”她本想找工作人

员帮忙，但找了半天不见人。王女

士讲，当时不少老人因为没有手

机，也不会操作线上登记，结果吃

了闭门羹，悻悻而回。

卢湾体育场周边居民区多，不

少市民都把这里视作健身首选

地。一到暑假，市民潘先生都会带

孩子过来健身。之前疫情期间场

馆门口增设闸机，要刷随申码才能

通过。“疫情都结束了，闸机系统还

有必要保留吗？”他讲，尤其是运动

高峰期，进场设“卡”，天热一堆人

围在闸机口扫码，很影响体验。

徐先生经常带着儿子来上少

儿橄榄球培训班，但是孩子没有手

机，每次进出都只能家长先刷自己

的随申码，再帮着刷孩子的随申

码。今年，他发现体育场小程序上

线，注册相关个人信息后，可以扫

脸进出。“填写流程繁琐，而且还需

上传证件照和身份证，这是不是涉

嫌过度收集市民个人信息？又该

如何保障信息安全？”

线上登记繁琐
耗时近4分钟

近日，记者来到建国西路上的

卢湾体育场实地走访。晚上7时

许，正值运动高峰期，记者注意到

场馆的2号门上方滚动屏显示开放

时间和入场方式，提醒“参加锻炼

的市民有序通过实名认证闸机系

统进入场内”。进入2号门后，一眼

就看见两个入口闸机和两个出口

闸机，现场有七八位市民正在入口

闸机处排队过闸。闸机旁立牌上

有一体育场二维码，上面说明：未

办理过入场验证的人员，请扫码登

录信息，在当天22时前递交注册登

录，第二天方可入场。

记者扫上面二维码，随后跳转

到《卢湾体育场通行闸机信息登记

表》小程序，按要求依次填入姓名、

证件类型、身份证号、性别等信息

后，最后上传人脸照片和身份证。

小程序上还特别告知，人脸照片规

定必须参照标准证件照，类似全身

照、齐腰半身照、非纯色背景、佩戴

口罩等情况，均无法通过审核。当

所有信息上传后，显示“提交成

功”，并提醒可以于次日查询审核

进度。整体提交系统过程繁琐，总

用时近4分钟。

随后，记者对着闸机系统显示

屏，尝试扫脸进入，不予通过，屏幕

显示“请出示随申码或者身份

证”。再次尝试扫身份证，还是无

果。四下无工作人员，最终在场馆

外找到正在打电话的保安。询问

后得知，目前只能刷随申码进出，

身份证暂时无法使用。

虽然入口闸机区域设在室内，

但仅有一台吸顶风扇，且没有空调

设施，闷热不堪。记者在现场观察

的近一小时内，先后有四五位白发

苍苍的老人前来锻炼，满头大汗，

但因没有智能手机，无法扫随申码

进入。还有些市民扫现场二维码

注册登记，操作好半天，发现当日

无法进场，抱怨连连。

扫码为便于管理
信息登记非强制
值得注意的是，打开上海体

育官方小程序“来沪动|健身地

图”，记者未找到有关卢湾体育场

通行需扫码的公告或提醒。也就

是说，不少人到了现场才会知晓进

出有“门槛”。

记者致电卢湾体育场，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目前进出场馆有两种

方式，扫脸（线上小程序审核通过）

或随申码。他介绍，2021年下半

年增设闸机，当时因防疫相关规

定，公共体育场要进行人员可追

溯，统计进出场馆的人员数据，如

果场内人数较多，就要实行管控。

考虑到每次进出扫码不方便，

且很多老年人不会用智能手机，卢

湾体育场今年2月推出《卢湾体育

场通行闸机信息登记表》小程序，

市民提交一次相关个人信息后即

可刷脸进出场馆。“系统还在升级

迭代，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提交后

次日才能完成信息审核。”他坦言，

目前暂时无法扫身份证。“我们鼓

励市民注册小程序，家属可以帮助

小孩和老年人操作，之后就能‘一

劳永逸’，直接刷脸。”

只是，如何保障线上登记个人

信息的安全？对方解释，登记个人

信息并非强制，且闸机内信息为脱

敏存储，不存在信息外泄可能。他

说，出于安全和对进场人员可追溯

考量，所以采取数字化手段管理。

对方强调，小程序目的主要还是统

计入馆人数和年龄段，“这是为了

更好完成上级部门对体育场统计

工作要求和安全工作的部署”。为

此，记者致电黄浦区体育局，工作

人员在记录相关情况后表示，晚点

会由专人回电答复。

那么，现在进出公共体育场馆

是否有相关规定，需扫随申码或登

记个人信息？上海市体育局表示，

疫情期间进出公共体育场馆需扫

随申码，现在并无此规定。同时，

也并没有发布过公共体育场馆必

须登记个人信息的要求。截至发

稿，黄浦区体育局未回电答复。

公共体育服务治理能不能更

人性化、更有温度？采访中，不少

市民认为公共体育场馆还是该简

化入场程序，尤其要考虑到“特殊

人群”进馆难的问题，别让“数字鸿

沟”把老人“挡在门外”。

本报记者 季晟祯
志 愿 者 赵冰琰

近日，有市民向新民晚报夏令

热线反映，申城不少河道和湖泊成

了野泳者的“天堂”，泳客们无视岸

边警示标志，贸然下水游泳，将自

身安全抛诸脑后。

带孩子下水，还说
“没什么好怕的”

市民马先生反映，嘉定区远香

湖是座开放式公园，每天都有大批

泳客前来“试水”，其中不乏未成年

人，存在很大安全隐患。前天下午

4时许，记者实地走访，沿塔秀路入

园后，穿过一条林荫道，前方就是

开阔的湖面，此时靠近岸边的水域

俨然成了露天泳池，七八名家长正

带着小朋友欢快戏水（见图 房浩
沈喻元 摄）。记者注意到，岸边绿
地内竖有醒目的“禁止游泳”警示

牌，有关部门为防止有人下水，还

在湖边拉了一条“警戒线”，但很多

人依然拖家带口下水嬉戏。

“孩子吵着要玩水，就带他过

来凉快一下！”市民王先生解释说，

他就住附近，此前已多次带着6岁

的儿子来湖边玩耍，“游泳馆人太

多，价格还贵，而远香湖是开放水

域，水干净，到这儿消暑再合适不

过了！”小朋友下水会不会有危

险？王先生摇了摇头：“我们只在

岸边的浅水区活动，孩子也都套着

游泳圈，没什么好怕的！”

记者见到，有人还干脆在岸边

摆摊售卖游泳圈和饮料。

从早到晚野泳客
络绎不绝
记者沿湖边又走了50米，发现

有一处亲水栈道。为防野泳者闯

入，栈道入口已用铁板封住，只见

四五名男子穿着泳裤，翻过栏杆，

走至栈道尽头，“扑通”一声跳入水

中，向湖心游去。其中一人还站上

栏杆，从高处纵身一跃。泳客们在

游出两三百米后，才陆续返回。

“刚游了一个来回，整个人神

清气爽！”一泳客直言，酷暑难耐，

他又不想花钱去游泳馆，便来远香

湖野泳“过把瘾”。“这边从早到晚

都有人游，很多人拍视频上传小红

书、抖音，远香湖都快成网红游泳

地了！”说起岸边的“禁游”标志，对

方满不在乎：“我水性没问题！”记

者致电嘉定区马陆镇政府，工作人

员表示，社区已派联勤人员加强现

场巡逻和劝阻，并发动辖区内各居

委，对居民做好宣传引导工作。

申城一些河道也不乏野泳者。

周先生反映，清流环三路旁的一条

河，从8时到16时常有人游泳。另

一市民称，真光路云岭西路附近的

蔡家浜，每天有不少人下水。

记者将上述情况反馈给杨浦

区和普陀区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表

示，会派人前往查看，如情况属实

将全力劝阻制止野泳行为，并增设

警示标志。

本报记者 房浩 志愿者 沈喻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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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

记者调查

上海媒体优秀品牌 创于    年

进体育场除了扫码还要识别人脸
老人操作不便，市民还质疑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炎炎夏日，上海各大体育场馆都迎来了
健身潮。不少市民向新民晚报夏令热线反
映，黄浦区建国西路上的卢湾体育场面向公
众开放，只是进出设“卡”，操作繁琐，对不善

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而言，特别不便，而且
还有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嫌疑。“场馆能不
能开放打通惠民大门？”电话那头，传来老人
的求助声。

不想花钱，就来野泳“过把瘾” 留言板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赵

秋槿律师表示，作为体育场地的

管理方应以便民为服务宗旨之

一，新技术应用不应成为限制、

阻碍大众健身运动的壁垒。《公

共体育场馆基本公共服务规范》

明确规定：“采取有效措施解决

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的困难。

具备条件的场馆保留老年人工

服务窗口或者设置便捷通道。”

对于市民担忧个人信息被过

度收集情况，赵秋槿指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

法》相关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

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

则，不得通过误导、欺诈、胁迫等

方式处理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处

理者应当对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负责，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所处

理的个人信息的安全等规定，场

馆作为信息收集者，应该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她进一步强调，合

理收集用途应具有正当性，收集

范围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

小范围，不得未经用户同意擅自

扩大收集信息的范围。收集的信

息与提供的服务间应有必要联

系，提供相关服务才可以合理收

集相关的个人信息，“否则超出范

围的就属于过度收集。”

在律师看来，数字化手段能

够提高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但

是也应因地制宜，步伐不应迈得

太快，尤其该给老人、儿童等“特

殊人群”适应时间。“完全自助或

者智能化管理需要走很长的路，

在初期应尽量保留人工服务，为

不能实现智能管理的人员提供

便利。” 本报记者 季晟祯

个别泳客无视警示标志，申城部分河湖成露天泳池

律师建议

邓先生：成都北路    

号是社区食堂，食堂门口堆

满建筑垃圾，影响出行。

丁先生：在上海南站  

号线和 号线的交叉口，有

很多人吸烟，希望管理部门

采取措施。

王先生：嘉定区   路

公交车常会取消班次，给居

民带来不便。

孙女士：9 号线松江大

学城站南侧公交停车场旁边

人行道上，一整排电瓶车把

盲道占了，行人无法通行。

徐先生：松江区谷阳北

路方舟园四村南门是一个进

出口，有大量机动车乱停，阻

碍通行，希望管理部门核实，

加强此路段管理。

汤先生：金山区朱吕公

路    号（门窗加工厂）把

材料堆放在门口的充电桩

上，影响停车，也存在安全隐

患，希望管理部门及时整治。

志愿者 杨芷茜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