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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市民反映在福州街头出现了一面特殊的交通违法行
为告示牌，只要有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相关人员的脸部“特
写”就会直接显示在大屏幕上。

此做法也引发市民热议，有人认为或侵犯肖像权和名誉权，
有人则认为“不打码”让违规者“无地自容”才能增加违法成本，杜
绝交通违法行为。交警表示，此举意在引导市民遵守交规。律师
称，该举措并未侵犯公民的肖像权，这是国家机关对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采取的惩罚、警示等行为。

心存侥幸闯红灯 脸部特写“上镜”
交警表示，此举意在引导市民遵守交规；律师称，未侵犯公民肖像权

技能互换，能换来真本领吗？
记者调查发现，年轻人组成“互换技能圈”互相拜师学艺，有成功例子，也有不少半途而废

将交通违法行为人的
脸部“特写”投放在大屏幕
上，是否涉及侵犯公民的
肖像权？对此，记者咨询
了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
务所林倩律师。

林律师表示，该举措
并未侵犯公民的肖像权，这
是国家机关对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采取的惩罚、警示等

行为。《民法典》第一千零二
十条第三款第五款规定，为
依法履行职责，国家机关在
必要范围内制作、使用、公
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以及为
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
人合法权益，制作、使用、公
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的其他
行为，都是可以不经肖像权
人同意的。

此外，林律师表示，对
于现阶段来说，曝光提醒
还是容易推行的一种有效
管控方式，但是曝光也要
遵守一定的限度，比如曝
光不能涉及公民的个人隐
私，适当隐藏敏感信息或
部分信息，让闯红灯的行
人做到“心中有数，心存羞
愧”即可。

记者了解到，为了整治
城区部分路口闯红灯交通
违法行为，福州交警在福州
部分路口设立行人、电动自
行车闯红灯抓拍系统，它不
仅可以自动实时抓拍闯红
灯的行人、电动自行车，还
能识别违法人的身份等基

本信息，目的是通过现场、
实时曝光的方式，以示惩
戒，让市民自觉遵守交规，
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

据福州交警部门有关
民警介绍，该屏幕连接道路
上方的监控摄像头，通过视
频监控，自动识别信号灯灯

色、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状
态，“当行人和非机动车闯
红灯时，系统设备会自动记
录违法行为人，形成违法过
程特写照片，并在显示屏上
予以曝光，持续时间为 3至
5秒，其余时间则会播放交
通安全宣传广告。”

10 月 11 日上午，记者
在湖东路鼓屏路口看到，路
口东北侧的人行道上，有块
高约 2米、宽约 1米的显示
屏，当有市民闯红灯过斑马
线，违规行为就会被高清监
控探头捕捉，宣传屏就成了

“曝光屏”。
10时左右，在路口的车

流量和人流量都较少的情

况下，就有市民出于侥幸心
理“闯红灯”，记者面前的电
子显示屏立即出现了该市
民的脸部“特写”，持续播放
了数秒。屏幕分为上下两
部分，上部分显示闯红灯违
法者的大头照，下部分则显
示闯红灯者的违法全景实
时抓拍图，在屏幕最下方还
显示着抓拍时间。

类似的屏幕还出现在
福州的其他地方。在八一
七路古田路口的显示屏
上，循环播放着关于交通
安 全 的 公 益 宣 传 提 示 。
早上 10 时许，南门兜人流
量和车流量都较大，记者
在此处观察了约 20 分钟，
未见有行人、电动自行车闯
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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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违法市民“露脸”持续播放数秒

交警：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规

律师：曝光也要遵守一定限度

技能互换除了在线下，
也可以通过线上视频连线
的方式进行。今年 6月初，
佛山的应届毕业生小欣来
到厦门工作，但语言不通的
问题给她带来了困扰。“单
位里本地人居多，休息时同
事们会用闽南话交流，这时
候我就显得格格不入。”恰
好小欣在小红书上发现一
位想要学习粤语的厦门网
友，二人一拍即合，组成“语

言学习小组”。
“我们通常会约在周

末，约好教学的内容提前备
课。通过语音视频连线的
方式，指导对方学习，每次
约为一个小时。”小欣说，她
先教会了对方说数字和自
己的名字，然后逐渐帮助对
方将粤语专用语与普通话
一一对应。现在，两人都能
用对方的语言进行日常聊
天了。

记者调查发现，“技能
交换”以一种自发组织的方
式进行，同时兼具免费、互
助、陌生人社交等特点。

今年 23岁的袁女士是
福州台江区一家面包店的
裱花师，也是一个 55 人技
能互换小圈子的发起人。

“不想每天都窝在出租屋
里，想在下班和休息日的时
候体验一下新事物。”10月
初，袁女士在社交媒体上发
帖，列出了自己的“技能”清
单：做甜品、摄影、手工……
想以此交换各类乐器和美
妆技能。袁女士表示，发帖
后，不少本地美妆达人、高

校音乐系学生联系了她，希
望向她学习甜品制作。

在袁女士创立的“技能
交换姐妹群”中，占比最多的
是福州高校的女大学生。最
受她们青睐的技能依次是乐
器、摄影和美妆，体育健身、
语言也都是热门项目。“周末
我已经和一个网友约好，去
一家提供DIY服务的蛋糕
店探店，顺便教她做甜品。”
袁女士说，自己原本性格内
向，没想到以此为契机找到
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搭子”。
她也希望“技能交换姐妹群”
能够持续活跃下去，发展为
一个女性交友互助社群。

听说过“以物易物”，但你听说过技能交换吗？
面对高昂的培训费用和固定、刻板的学习方式，福
州一些年轻人另辟蹊径，以自己擅长的技能为资
本，换取所需技能，互相拜师学艺。这种互利共赢
的学习方式受到热捧，逐渐成为一种新潮流。在福
州，不少年轻人组成了“互换技能圈”，不仅可以互
换游泳、摄影、制作甜品、英语口语，甚至还有市民
提出“教滑翔伞”换“学钢琴”。

“技能交换”风靡网
络，不同行业拥有不同技
能的个体，在互联网交会，
无需花钱就能学到新技
能，乍听颇具吸引力，但也
引发了质疑：“技能交换”
真的能换来技能吗？

问 题 1：三 分 钟 热
度，常常半途而废

“互学技能最怕三分
钟热度。”就读于福师大的
大三学生沫沫坦言，她曾有
几次失败的互换经历，都是
对方半途而废，让她一度对
这种学习方式失去信心。

“我曾和同在大学城的女孩
结对，我教她尤克里里，她
教我素描，但只学了一两次
就没了下文，我付出了时间
精力，可对方说不学就不
学，实在太没意思了。”

在沫沫看来，完成一
次“技能互换”难度不亚于
谈恋爱找对象，因为网络
具有不确定性，缺乏对对
方技能水平的了解，双方
所付出的精力和时间也不

一定相当，都会影响最终
交换效果。

问题2：倾向低成本、
速成的技能

35 岁的市民陈先生
是一名户外运动爱好者，
周末常在福清和罗源两地
进行滑翔伞运动。今年 5
月份，陈先生曾发帖提出
以“教滑翔伞”换“学钢
琴”，但直至受访时都还没
有成功找到“老师”。在这
期间，有不少人向陈先生
私信咨询。“学滑翔伞的门
槛比较高，我告诉他们报
一个正式的培训班学费要
1.2 万，购买伞具需 3 万，
很多人就不学了。”

陈先生表示，他发现
大家更倾向于互换“能速
成”、“成本低”、“无门槛”的
技能，而这些技能如果用
心，也能通过网上自学习
得，不需要“互换”。“技能互
换更像是一种年轻人的新
社交方式，实际上很难真正
学到有价值的（技能）。”

线上
语音视频连线 互相指导学习

疑问
真的能换来技能吗？

调查
兼具免费、互助、社交等特点

找到志同道合“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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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守交通规则，人脸被“特写”在显示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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