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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亚
通讯员 唐晓慧 牛殷军

2025 年 4 月 1 日，《公共安全视
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将正式
施行。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公共安全
视频监控的全国性法规，明确划定
了公共场所摄像头的安装范围、备
案制度及禁区（如酒店客房、公共浴
室等）。

“摄像头应该是公共安全的‘守
护者’，不能成为公民权利的‘入侵
者’。”受访的全国人大代表均表示，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需在
打击犯罪、执法监督、技术规范等领
域发挥作用，推动技术工具回归理
性，让摄像头有“边界感”。

偷拍已形成黑色产业链

“近年来，随着摄像头技术的普
及，摄像头滥用、偷拍黑产等问题频
发，酒店、商场甚至家庭等私人场所
都有‘无孔不入’的摄像头，其危害
不仅是个体隐私的泄露，更威胁社
会秩序与公共安全。”全国人大代
表，九三学社大连市委员会副主委，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设计师、电气首席专家、正高级工
程师孙元华说。

记者调查发现，用于偷拍的摄
像头通过伪装成插座、烟雾报警器、
挂钟等日常物品，潜入酒店、民宿、
试衣间等私密场所，甚至侵入私人

住宅。这些设备可实时传输画面，导
致他人的日常生活、隐私信息被非
法记录并传播，形成黑色产业链。这
不仅侵犯了个人隐私，还可能导致
敏感信息泄露，甚至被用于敲诈勒
索等犯罪活动。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沈阳新
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张进指出，民宿、酒店等场所偷拍事
件频发，使得公众对公共场所的安

全感下降。更令人担忧的是，偷拍内
容常被用于敲诈勒索、网络贩卖，形
成“生产、销售、安装、盗摄、交易”的
犯罪链条。

给摄像头使用划定“安全红线”

“即将施行的 《公共安全视频
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明确禁
止在私人空间安装摄像头，并规范

数据存储与调取权限，从立法层面
划定‘安全红线’。”全国人大代
表、陕西省柞水县公安局大队长郭
淑琴表示。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航工业首
席技能专家、中航工业陕飞部件厂
铆装钳工、陕西省汉中市总工会副
主席 （兼） 赵平看来，在整治摄像
头乱象中，检察机关既是法律监督
者 ， 也 是 公 共 利 益 捍 卫 者 。 近 年
来，非法安装摄像头、偷拍视频售
卖等犯罪呈产业化趋势。针对偷拍
设备生产、销售环节，检察机关在
办理案件时可以与相关部门协同，
从源头打击偷拍黑产。

“一方面，检察机关应严惩偷
拍 产 业 链 和 侵 犯 公 民 个 人 信 息 犯
罪，重点打击非法销售窃照器材、
传播隐私视频等行为。另一方面，
要 推 动 摄 像 头 生 产 、 销 售 环 节 的

‘全链条监管’，实现生产流通可追
溯 ， 从 源 头 遏 制 设 备 非 法 流 入 市
场。”孙元华代表说。

“在办案的同时，还要推动行
业 规 范 发 展 。” 张 进 代 表 说 ， 例
如，针对酒店、商场等场所管理存
在的漏洞，检察机关可依法对相关
部门和场所提出整改建议，要求经
营者切实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如定
期排查摄像头、建立隐私保护机制
等。对未履行反偷拍责任的酒店、
平台，检察机关可通过公益诉讼督
促整改，推动建立行业标准，推动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

条例》 落实。

摄像头也要有“边界感”

除了在私人空间被偷拍，公共
空间里的摄像头也可能没有“边界
感”。商场、超市甚至餐厅，无处不在
的摄像头似乎都在提醒：你的人脸
信息不再是隐私。

“对于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的
必要性与隐私保护的矛盾，需通过
细化场景规范（如区分监控区与隐
私区）来解决。”赵平代表建议。

孙元华代表注意到，检察机关
在保护人脸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江苏省无锡
市新吴区检察院发现某健身房强制

“刷脸”后，联合行政机关约谈相关
企业，督促删除违法采集信息 9300
余条；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对某超
市违法标记消费者为“小偷”的行
为，向相关企业发出社会治理检察
建议，推动拆除相关设备。

“相信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公
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的深入实施，检察机关的
作用将更加凸显。”张进代表说。

代表们呼吁，遏制偷拍乱象需
多维度发力，从源头切断黑色产业
链，强化主体责任与公众参与。通过
法律、技术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

“失控”的摄像头回归理性，真正成
为公共安全的“守护者”。

（本报北京3月6日电）

整治“失控”的摄像头

本报北京3月 6日电
（记者郭荣荣） “流动儿
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跟随父母离开家乡，在异
地生活、学习，面临着诸
多亟待解决的权益保障
难 题 ，需 拿 出 更 有 力 举
措。”全国人大代表、河南
省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许湾乡李灵希望小
学校长李灵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李灵代表介绍了流动儿童保护面临的多方面挑战：
在教育方面，由于户籍限制等因素，不少流动儿童难以
顺利进入当地公办学校就读；在医疗保障上，流动儿童
存在异地报销手续繁琐、报销比例较低等情况；从心理
层面来说，频繁更换生活环境、融入新集体困难等因素，
容易让流动儿童产生孤独感、自卑感等负面情绪。

对此，李灵代表建议检察机关进一步强化与教育、
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沟通协作，构建更为完善、高效的联
动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及时互通流动儿童权益保
障相关信息，共同研究解决新问题。

“在法治宣传方面，检察机关可以联合社区、学校
等，针对流动儿童群体制定专门的法治宣传计划，通过
开展法治讲座、发放通俗易懂的法律宣传手册、举办法
律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深入普及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
的法律知识，增强流动儿童及家长的法治意识和维权能
力。”李灵代表表示。

“要想从根本上筑牢流动儿童保护防线，还需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部门职责，加大监督问责力度。”
李灵代表建议通过修订相关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保障流
动儿童在教育、医疗、心理等各方面权益的具体细则，同
时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对于落实不力的部门依法依规
进行问责，以此推动流动儿童保护工作扎实落地。

李灵代表：

保障流动儿童权益需拿出更有力举措

本报北京3月 6日电
（记者张羽） “药食同源
是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
食文化的结晶，是一种将
健康与美味融为一体的
古老智慧。”全国人大代
表、福建盼盼食品集团总
裁蔡金钗向记者介绍起
什么是药食同源。今年全
国两会，他提出了“关于
推进药食同源产业健康
发展的建议”。

蔡金钗代表说，随着“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深
入实施，国民健康意识显著提升，对药食同源产品的需
求日益增长。但是，这个产业也面临着基础研究不足、消
费认知不清等问题。应加大对药食同源领域产学研平台
的支持力度，推动建立药食同源产品标准体系，为药食
同源产品的产业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药食同源产品的特殊性在于其既具有食品的安全
性，又具有药用价值，其监管需兼顾食品与药品的双重
特性。”蔡金钗代表指出。他建议，应当加强产学研深
入融合，建立开放性、高水平的研发服务平台，助力
企业创新研发，同时，完善监管体系，保障行业有序
发展。加强跨部门协作，建立药食同源产品从研发、
生产、销售到消费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保障消费者权
益，维护市场秩序。

蔡金钗代表认为，检察机关在惩治制售假冒伪劣商
品、维护食药安全方面付出不少努力。他建议检察机关
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依法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相
关犯罪行为，保障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蔡金钗代表：

加强药食同源产品安全监管

▼张进代表：在 办
案的同时，还要推
动行业规范发展。

▶郭淑琴代表：即将
施行的《公共安全视
频图像信息系统管
理条例》，从立法层
面划定“安全红线”。

▲赵平代表：对于公
共 场 所 安 装 摄 像 头
的 必 要 性 与 隐 私 保
护的矛盾，需通过细
化场景规范来解决。

本报北京 3月 6日电 （记者刘
亚） “ 网 络 暴 力 是 社 会 发 展 过 程
中产生的新问题，有些机构和个人
为了追流量、牟私利，进行跟风、

不负责任的炒作和制造话题。更有
甚 者 ， 利 用 网 络 谣 言 等 手 段 有 组
织、有计划地散布虚假信息，恶意
攻击竞争对手或特定个人，不仅严
重扰乱网络秩序，对社会、对工业
制造发展也可能造成破坏性影响。
网络谣言给他人、给企业带来的伤
害是巨大的。”全国人大代表、格
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表示，
今年全国两会，她提出了强化网络

谣言与网络暴力综合治理体系建设
的建议。

事 实 上 ， 这 并 不 是 董 明 珠 代
表 第 一 次 关 注 到 网 暴 。 2024 年 全
国 两 会 期 间 ， 她 在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就曾表示，网络的言论自由要依
法依规，不能无法无天。现在，国
家对网络暴力、网络诽谤依法严厉
打 击 ， 网 络 空 间 治 理 非 常 有 必
要 ， 需 要 有 法 治 的 保 障 。 检 察 机

关 也 要 加 大 对 此 类 犯 罪 行 为 的 惩
治 力 度 ， 助 力 营 造 清 朗 、 安 全 的
网络环境。

“这次针对网络暴力立法的建
议，是我们在做了大量市场调研的
基础上，非常严肃地提出的。”董
明珠代表注意到，2024 年，国家网
信办开展了“清朗”专项行动，但
此类犯罪行为仍然时有发生，反网
暴需升 级 到 立 法 层 面 。 因 此 ， 她

提 出 ， 应 尽 快 全 面 修 订 《中 华 人
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建议国家
网 信 办 尽 快 出 台 网 络 谣 言 、 网 络
暴 力 信 息 互 联 网 平 台 治 理 规 定 ；
建 议 在 拟 出 台 的 新 治 安 管 理 处 罚
法 中 新 增 对 网 络 谣 言 、 网 络 暴 力
信 息 的 分 类 界 定 与 处 罚 条 款 ； 建
议 “ 两 高 ” 尽 快 出 台 专 门 针 对 网
络 谣 言 、 网 络 暴 力 犯 罪 行 为 的 相
关司法解释。

董明珠代表：

反网暴需升级到立法层面

□本报记者 谷芳卿
通讯员 王天润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
到，2024 年 1 月至 11 月，全国涉检
信访、涉检重复信访数量实现“双
下降”，同比分别下降 8%和 20.9%。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领导干部接访
下访 4.7 万件，包案办理 4.4 万件，
同比分别上升 48.6%和 1.2%，实现
了“双上升”。

双升双降的曲线背后，是检察
机关践行人民至上、做实为民检察
的每一分努力。这份成绩单是如何
取得的？人民群众如何看待？记者
采访了五位全国人大代表。

办理一案治理一片

“案件办理小切口，融入社会
治理大民生。”全国人大代表、河南
省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所长王军
认为，“检察机关让百姓感受到检
察机关将群众的‘烦心事’当作自
己的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军
代表讲述了发生在身边的一起民
生案件。

南阳市宛城区检察院接到案
件线索，有群众反映农村饮用水存
在安全隐患。2024 年 9 月，河南省
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田凯
到南阳详细了解案情，点对点督导
两级检察机关协调水利、卫健部门
制定整改方案，并以此为契机开展
农村饮用水安全专项监督，保障辖
区内 20万群众的饮水安全。

“河南省、市、区三级检察机关
守护 20 万群众的饮水安全，这水甜
到老百姓心坎里了！”王军代表十
分认可案件办理效果。

办理一案、治理一片，这是检

察机关创新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
缩影。2024 年，全国检察机关聚焦
高质效办好每一起信访申诉案件，
深化源头治理、前端化解，健全完
善以个案审视、类案分析、综合分
析为主要形式，以个案讲评、专项
通报、反向审视提醒函、检察建议
为载体的信访申诉案件反向审视
工作机制，不断提高法律监督质效
和服务群众能力，推动检察履职从
治罪向治理拓展深化。

热线连接你我他

《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
明确，检察院可以通过拓宽社会力
量参与信访工作的渠道，多措并举
化解矛盾纠纷。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聊城市
实验中学常务副校长窦延丽对此
深有体会。作为一名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窦延丽代表的另一个身份
是聊城市检察院“白云热线”的一

员。这条开通了 20 多年的热线，构
建起“法律咨询、心理疏导、矛盾调
解”层进式服务体系，2024 年化解
纠纷 1200 余件。窦延丽代表多次运
用自身专业能力参与到涉法涉诉
信访矛盾化解工作中。

“‘白云热线’开通 20 多年来，
一贯秉承着人民至上的理念，用心
感受当事人的疾苦，将法理情有机
融为一体，在细微处让老百姓感受
到良法善治的温度。”窦延丽代表
对此高度评价道。

同样是“热线连接你我他”，全
国人大代表、北京七一八友晟电子
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质量工程师
兼检验班班长管文会给北京市检
察机关打造的首都检察版“接诉即
办”打了满分。

“质量过硬的产品要经得起万
次检测，法治过硬的城市才配得上
首善之区的金字招牌。”管文会代
表建议，北京市检察机关要在今后
的工作中立足检察职能，以新时代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牵
引，持续深化首都检察版“接诉即
办”成效，对人民群众反映的高频
问题开展源头治理，为首都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听证会上说“敞亮话”

“老百姓能亲眼瞧见检察官怎
么 断 案 ，心 里 那 点 疑 虑 自 然 就 消
了。”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松山区大庙镇小庙子村党
总支书记赵会杰参加过不少检察
机关组织的公开听证活动。在他看
来，检察听证把矛盾化解从“文来
文往”变成了“面对面说话”，在化
解信访矛盾方面发挥了大作用。

赵会杰代表向记者列举曾参
与的检察听证会：“有打架斗殴的
刑事案件，有土地钱财争议的民事
案件，检察官们都很负责。”

对于检察听证的效果，赵会杰
代表竖起大拇指：“公开听证这招

儿管用！把事儿摊在大伙面前，大
家都看得明明白白的，大家都来评
评理。当事人能当面把话说透，不
用憋着气。这么一来，案子办得敞
亮，群众心里也服气。”

“这样的活动要深入到田间地
头，让老百姓受到法治教育，在日
常生活中尊法守法，按法律要求办
事。”赵会杰代表建议。

“以前村里闹矛盾，就像旱天
劈柴——越劈火星子越多！”全国
人大代表、山东省曹县五里墩村党
支部书记王银香感慨，检察听证成
为村里的“法治大集”，通过领导接
访下访、公开听证、司法救助，“政
策、法律都掰扯透，乡亲们心气儿
就顺了。”

“希望更多检察官能蹲在田间
地头帮乡亲们掰扯明白土地纠纷，
能在院子里开听证会把理儿说透，
这些实打实的动作，比啥都管用。”
王银香代表笑着说。

（本报北京3月6日电）

五位全国人大代表谈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把群众的“烦心事”当作自己的事
本报北京3月 6日电

（记者孙风娟） “建议优
化农村养老金待遇机制，
切实改善农村老年群体
的基本生活保障。”今年
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
表，德力西电气（芜湖）有
限公司工会主席李杨呼
吁，加快推进农村养老保
障体系建设。

据悉， 2024 年全国
农村养老金平均水平为

234 元，很多农村老人每月养老金只有 100 多元。受政
策了解不足、参保意识不强、缴费能力有限等因素影
响，大部分农村老人未及时参保或缴费档次较低，导
致其养老金待遇水平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据此，李杨代表建议，应适当提高农村老年人
基础养老金标准，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补贴力度，
逐步缩小城乡养老保障。进一步优化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激励机制，通过设置合理的缴费档次，
以及提高缴费的补贴标准，增加个人
账户积累，以此提高养老金待遇。此
外，相关部门要增强政策宣传引导，
增强农村老年人参保意识，鼓励其在
年轻时早参保、多缴费，增加个人养
老储备。

李杨代表：

农村养老金待遇亟待“加码”保障

扫码看视频

★王军代表：河南省、市、区三级检察机关守护 20万群众的饮水安全，这水甜到老百姓心坎里了！

★窦延丽代表：“白云热线”一贯秉承着人民至上的理念，用心感受当事人的疾苦，将法理情有机融为一体，在细微处让老百姓感受到良法善治的温度。

★管文会代表：持续深化首都检察版“接诉即办”成效，对人民群众反映的高频问题开展源头治理，为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赵会杰代表：检察听证把矛盾化解从“文来文往”变成了“面对面说话”，在化解信访矛盾方面发挥了大作用。

★王银香代表：希望更多检察官能蹲在田间地头帮乡亲们掰扯明白土地纠纷，能在院子里开听证会把理儿说透。

王军代表 窦延丽代表 管文会代表 赵会杰代表 王银香代表

◀孙元华代表：检察
机 关 应 严 惩 偷 拍 产
业链，从源头遏制设
备非法流入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