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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f是一种标准信息，

它可帮助用户在查找、管

理、使用照片的过程中进行

分类处理。更重要的是，数

码照片区别于胶片的关键

在于后期的数字化编辑，

正是 Exif 记录着摄像过程

中的一些专业数据，可辅

助摄影爱好者做一些专业

的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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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付丽丽）6 月 9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水利部就《关

于建立健全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举行联合发布会，聚焦河湖治理领域存在的突出违法问题，推动水行

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深度协作，构建依法治水新模式。

《意见》以水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总结已有工作经验，明确在水

旱灾害防御、水资源管理、河湖管理、水利工程管理、水土保持等 5个重点

领域开展协作。

水利部副部长魏山忠介绍，近年来，水行政执法工作成效显著，水利

部门强化水事案件源头防控、动态治理，从防洪、水资源、河湖、水土保持

各领域，从源头、过程和结果各环节，开展全覆盖、全过程日常巡查和执法

检查，及时发现和处置水事违法行为。2019 年至 2021 年，全国各级水利

部门累计巡查河道 4457.2 万公里，立案查处违法案件 6.6 万件，现场制止

违法行为 36.3万次。

魏山忠表示，下一步，要创新执法监管方式，将积极推行非现场监管

方式，加强遥感监测、大数据分析以及重点河段、敏感水域视频监控、无人

机巡查等科技手段应用，精准锁定违法问题。对日常监管、检查巡查、监

督举报、遥感监测、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查等渠道发现的违法线索，加强综

合研判和实地核查，坚持打早打小。

同时，魏山忠指出，要加快推进“智慧执法”。加强智能视频监控自动

取证、无人机智能巡查等应用，大力推行水行政执法 App“掌上执法”。加

强执法大数据分析，强化违法风险监测预警。开发“智慧执法”信息系统，

推行案件办理自动化、标准化，精准把控执法程序和自由裁量，提高水行

政执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

为保障协作机制有效落实，适应强化流域治理管理的要求，《意见》明

确，建立流域检察公益诉讼协作平台，依托协作平台协调流域内跨省级行

政区重大案件办理。

水利部门过去两年

主要查处6.6万件违法案件

“根据欧洲塑料制造商协会发布的数据，全球塑料产量和消费量将持

续增长，2020 年产量为 3.67 亿吨，人均消费量 46 公斤，预计到 2050 年，塑

料产量将达到 11 亿吨。”近日，在“终止塑料污染全国行动”启动会上，中

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秘书长王永刚说。

当天，塑料基线报告《从全球到中国 塑料生产、消费、废弃、回收利

用》（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

数据显示，1950—2017 年间全球累计生产约 92 亿吨塑料，预计到

2050年，全球塑料累计产量将增长到 340亿吨，年塑料废弃物产生量约为

3 亿吨。国内形势同样不容乐观，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塑料生产国

和塑料制品生产国。2021 年，中国生产了 1.1 亿吨塑料，进口 3397 万吨，

生产塑料制品 8000多万吨。

不得不说，塑料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但与此同时，污染问

题也不容小觑。

“我们一定要不落‘塑’套，拥抱自然。”与会专家呼吁，所有塑料制品

废弃后如得不到合理的处置，都会造成污染。

科学理性地看待废塑料污染，积极有效地管控人为泄露，构建科学精

准的废弃物管理体系，合理管控塑料废弃物、消解处置压力、提升资源化

利用比例，已成为全球共识。

王永刚介绍，目前废塑料处置方式有四种，物理回收、化学回收、填埋

和焚烧。2019年全球塑料回收率在 9%左右，中国回收了 1890万吨，表观

回收率 30%；欧盟回收了 946 万吨，回收率 32.51%；美国回收了 280 万吨，

回收率 8.65%；日本回收了 185.7万吨，回收率 21.84%。

在专家看来，全球废塑料的收集率和再生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普遍

无法满足处置需要。除出口部分外，各地区进行物理回收、化学回收、填

埋和焚烧的规模都有所差异。在主要经济体中，美国的填埋率最高，日本

的焚烧发电占比最高。但填埋是一种并不彻底的处置方式，焚烧虽然彻

底但对环境影响较大。

“减少塑料污染，一定要把减塑打卡融入到自己日常生活中，在玩乐

中实现习惯和行为的养成。”现场，北京抱朴再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创始

人刘学颂介绍了基于抱朴低碳生活小程序开发的全民减塑打卡活动的玩

法，希望更多人参与，为塑料污染问题的解决贡献一份力量。

不仅是个人，消费品品牌企业对于塑料废弃物问题也高度关注。在

实施路径上，他们选择了 4R 原则，即减量（Reduce）、循环（Recycle）、重复

使用（Reuse）和替代（Replace）。

以减少原生塑料的使用为例，雀巢大中华区可持续发展总监张琦介

绍，雀巢去年缩短了徐福记棒棒糖塑料棒的长度，一年就减少几十吨原生

塑料的使用量。

同样，2020年，玛氏中国推出了益达口香糖的减塑计划，在保证产品

包装安全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对口香糖瓶身厚度进一步削减，当年减少

了 450吨原生塑料的使用。

不仅如此，他们还致力于推动回收再生循环体系建设，如“塑料中

和”项目，简单说就是使用了一吨的塑料包装，就要请第三方公司帮助

回收一吨塑料废弃物。“回收再生体系肯定不是靠一个公司能单打独

斗完成的，需要业界协同发力，也可以从政策倡导方面共同推进。”张

琦说。

这只是一个侧面。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再生塑料颗粒加工产量是

1650 万吨，相当于减少了同等数量的石油基塑料生产，环境效益和经济

效益贡献巨大。

全球塑料消费量居高不下

不落“塑”套需发力回收再生体系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网络平台主播以各种暗

号为掩饰，直播销售各种款式的手卷烟，生意十

分火爆。未经许可在网上卖烟，不但违反了相关

法律，也不利于未成年人保护。

业内人士建议，对网络违法售烟行为加强监

管，相关平台要及时清理这类账号。

烟丝叫“猫粮”，暗号有
“猫腻”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网络平台上，一些网

络主播以各种暗号为掩饰，直播卖手卷烟。这些

直播间里往往只摆放着一些标着数字、颜色不同

的色卡，从外观上根本看不出是在做什么。大多

数主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通过观看“弹幕”与粉

丝对话。

记 者 点 进 一 个 直 播 间 ，屏 幕 上 不 断 出 现

“6.5”“8.0”“丝”“粉笔管”等字样。记者询问主播

“什么是 6.5”，很快便得到“6.5 就是细支”的回

答。记者随后点击屏幕右下方的小黄车，看到里

面有大量“碎纸机”“粉笔管”“钢丝球”，主页内还

有多条介绍卷烟和卷烟机使用方法的视频。

不断询问后，记者确定这是销售手卷烟的直

播。“碎纸机”是指手动卷烟机，“钢丝球”是指烟

丝，“粉笔管”是指过滤嘴香烟管。

记者在某平台上输入上述关键词，发现有大

量卖烟直播，一般使用暗号交流。有的平台甚至

输入“烟丝”“烟管”这类敏感词，也能搜到卖烟直

播和相关视频。

“喜欢醇厚‘猫粮’的老铁可以直接选择 19

号链接下单！”记者在某平台上搜索“烟丝”后进

入某直播间。点击小黄车，里面显示的是“发孝

猫粮（芙蓉味-中小）”“发孝猫粮（溪味-孝）”等

产品，品种多达 23种。短短几分钟，就有 50名顾

客进入这个直播间询价。有的顾客留言说：“这

次抽顺了，以后就买你家的了。”

“马甲”不止一个，“硬
货”瞬间秒杀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主播很少直接说含有

“烟”的关键词，也不提香烟品牌，交易暗号更是

花样百出。

仅记者观看的网络直播间里，就有多种称

呼：卷烟机叫“碎纸机”“订书机”“转笔刀”“切菜

器”等，过滤嘴香烟管叫“铅笔”“粉笔”“粉笔管”

“空心管”等，烟丝叫“猫粮”“鱼饵”“饵料”“钢丝

球”“清洁球”等，以此掩盖真相。

为迎合用户喜好，很多过滤嘴香烟管被标上

各种知名香烟品牌字样，几乎涵盖所有畅销的高

端香烟品牌，价位、规格各不相同。

有的主播比较谨慎，面对记者有没有某个品

牌香烟管的询问，直接叮嘱“不要说烟名”，而是

用“黄龙”“绿花”“黑管”等代替，并拿出相应的色

卡问记者“能看懂吗”。

与此对应，烟丝也分为小劲、中劲和大劲。

对于烟丝的品质，不少主播说，都是云南产的原

丝，不添加香料，口感绝对醇正。不同烟丝价格

每斤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1200 支“6.5 香烟管”

售价为 80元左右，手动卷烟机价格一般在 150元

左右，可以单买，也可以买套餐。

有的直播间小黄车里虽然显示只有“碎纸

机”“粉笔管”，但当记者询问有无烟丝和如何购

买时，有的主播说：“有！想要可以加微信私聊。”

记者发现，很多主播一次直播时间往往长达

几个小时，粉丝量从千余人到上万人不等。直播

间里烟丝和烟具销售也很火，有些直播还没结

束，一些款式的香烟管和烟丝就被抢购一空。

记者联系某短视频平台客服人员，询问是否

可以发布香烟视频。这名客服人员回复“违反社

区规定”，但并未说明会如何处罚。

除了直播卖烟外，在一些社交平台 App上输

入“烟”“香烟”“烟管”，都能搜到大量推销香烟

管、香烟礼盒或其他与香烟有关的短视频。有的

针对某款香烟口感进行测评，有的则直接推荐适

合男生或女生抽的十款香烟。有的视频发布者

还会在留言区置顶联系方式，方便消费者联系购

买。当发现求购香烟的留言时，有的账号会回复

“有货”。

此外，网络社交平台上还存在大量鉴别真假

香烟的视频，看似是在科普，实际上是变相为一

些香烟品牌做广告。许多市民表示，这种做法应

该禁止，尤其是烟草公司和工作人员更不应该在

网上发布这类视频。

直播卖烟危害多，线上
线下一起打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公益法律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李恩泽表示，从法律层面看，未经

允许通过网络直播或短视频线上销售香烟是

违法行为。

我 国 烟 草 专 卖 法 规 定 ，卷 烟、雪 茄 烟、烟

丝、复烤烟叶、烟叶、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

束、烟草专用机械都属于烟草专卖品。《烟草专

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四十条规定，除了取得

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或者烟草专卖批发

企业许可证的企业依法销售烟草专卖品外，任

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得通过信息网络

销售烟草专卖品。

此外，网络卖烟也会诱导青少年吸烟，不

利于未成年人保护。现在，许多青少年都有平

板电脑或手机，很容易接触到卖烟直播和香烟

短视频。一旦收看这类视频，相关平台就会不

断推送相关内容，很容易强化青少年对香烟的

印象。一些销售香烟的实体店还经常借情人

节、中秋节等节日，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发布各

种香烟礼盒视频，看起来既浪漫又精美，很容

易吸引青少年购买。

“虽然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但社交媒体用户很难确定顾客是不是成年人。”

李恩泽说。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对网上香烟交易的监管

仍存在很多漏洞。监管部门要和网络平台建立

常态化联动治理机制，并加大线下打击力度，追

溯相关烟丝烟具来源，从源头上切断网上销售香

烟的利益链。

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会长张建枢表示，关键

是要形成有效监管，让网上卖烟无法露头，防止

整治时收敛、过一阵又死灰复燃。

李恩泽建议，要加大处罚力度，除了依法追

究法律责任外，相关网络平台也要采取封号、终

身禁止重新注册等措施打击清理网上违法销售

香烟的主播和商家。

直播间成香烟卖场，堵住漏洞要线上线下并行

近日，“发原图或暴露隐私”话题冲上微博

热搜。一时间，保护个人隐私信息再次得到广

泛关注。

报道中，记者将随手拍摄的一张原图照片发

送给专家，专家很快便读取出照片中所包含的大

量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包括拍摄时间、拍摄设备

以及拍摄所在的具体位置，而且如果将经纬度信

息输入地图软件，还能立即准确找到照片拍摄的

建筑物。这让网友惊呼：天呐，再不敢发原图了！

事实上，在微信、邮件里发送原图，都会将照

片和信息一同发送，任何人都可以读取。这些信

息是如何产生的？哪些处理技术能最大程度保

护用户的个人隐私？公众又应当如何增强个人

防护意识？科技日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一

线网络安全专家。

“当我们以原图或者原文件的形式发送信息

时，Exif 信息会一并发送出去，这与是否使用微

信发送无关。”安天移动安全资深安全专家潘博

文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每一张数码

照片中都有一组可交换图像文件格式的信息，简

称 Exif，它是照片在拍摄时生成的自带信息，主

要包括拍摄时的准确位置和时间，以及拍摄设备

的唯一 ID 号。“这些信息在使用智能手机或者数

码相机拍摄照片时会自动生成。”潘博文说。

那么，照片中为什么要存储并显示这些隐私信

息，它们有何不可替代的作用呢？潘博文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Exif是一种标准信息，它可帮助用户在查

找、管理、使用照片的过程中进行分类处理。更重要

的是，数码照片区别于胶片的关键在于后期的数字

化编辑，正是Exif记录着摄像过程中的一些专业数

据，可辅助摄影爱好者做一些专业的调试。

当前，华为、小米等智能手机的相机程序都

提供关闭自动记录地理位置信息的开关。当关

闭“记录、保存地理位置信息”后，手机将无法使

用相册中根据拍摄位置来筛选和查看照片流的

产品功能。“这样，在照片原始文件中就不会包含

地理位置信息，但拍摄时间和设备标识信息依然

会存在。”潘博文补充说。

从全流程视角看，因拍摄内容而暴露或泄露隐

私涉及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图像情报分析”。在层出

不穷的典型案例中，相关人员往往能够通过照片中

的建筑物、标志、角度等各类信息分析出拍摄者所处

的位置，有的甚至可以精确到拍摄者所在的具体楼

层。基于此，再结合照片文件中自带的拍摄时间戳

信息，依旧会导致隐私泄露的情况发生。潘博文提

醒，“所以在拍摄过程中去掉地理位置信息确实能够

提高隐私安全性，但也不能一劳永逸。”

隐私信息潜藏于数码图像生成时

信息的传输依靠渠道，高清原图的传送渠道

大都为社交平台。

为了信息传送便捷和个人隐私保护，当用户

在一些主流社交平台上传或者分享照片文件时，

社交平台与设备厂商可继续提质升级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删除 Exif信息并不能完

全消除用户泄露隐私的风险，用户在使用社交

媒 体 等 产 品 时 自 身 的 隐 私 安 全 意 识 至 关 重

要。潘博文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对于隐私保

护，技术手段的应用是客观条件，关键在于主

观意识的提升。

“现在有种类繁多的社交产品供用户分享日

常生活，在这个过程中，用户如果设置了不恰当

的访问权限，特别是设置陌生人可以公开访问到

这些信息内容，对于个人隐私安全来说将是灾

难。”潘博文说。

例如，一个妈妈可能刚刚拍完孩子的照片就

分享到社交平台，并且未设置私密访问或者限制

访问，此时陌生人便可以利用社交平台提供的

“附近”的分享状态功能，访问和查看到这位妈妈

刚刚分享的信息。那么，即使照片本身没有附带

位置信息，同样会造成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

潘博文提醒，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在分享、上

传和个人隐私相关的照片之前，应务必检查自己

所使用的社交平台的访问权限设置，将社交平台

的“隐私和权限”设置为仅朋友可访问；如果存在

分享时间的设置，尽量设置短一点。另外，如果

拍摄的照片存在明显的位置标识，可以选择裁掉

再发送。“而且，我们建议，家长要谨慎分享自己

孩子的照片内容。”潘博文说。

最近几年，政府机关和监管部门高度关注互

联网和互联网产品涉及个人信息保护、隐私安全

和数据安全方面的问题，国家立法工作也在有序

展开。鉴于工作中常见的情况，潘博文提示，即

使互联网平台遵守合规要求，重视用户的隐私安

全和数据安全，用户因为自身原因导致的个人隐

私泄露风险问题依然会存在。

“这需要社会各界通过科普宣传等多种方

式，不断加强用户隐私安全意识。同时，互联网

平台在保障自身产品的隐私安全合规的同时，也

要考虑用户在使用平台时可能出现的隐私泄露

风险，并且在产品的功能设计上进行合理规避。”

潘博文说。

筑牢隐私安全意识至关重要

在社交媒体晒照片在社交媒体晒照片
当心隐私信息当心隐私信息““一键泄露一键泄露””

程序会默认对文件进行裁剪或压缩处理。“在此

过程中，照片不仅会变小，原始的 Exif 信息也会

被移除或者修改，这是对隐私信息的一种保护。”

潘博文说。

例如，在微信中分享照片文件时会有“原图”

选项，这种程序性的设置对用户来说是一种很好

的提示与选择，即是否要将高清原图进行传送，

决策权在用户手中。

潘博文建议，对于社交平台而言，为帮助用

户避免照片原图暴露隐私，可以在用户选择上传

图片或者分享图片时，给予前置性的检查功能，

当检测到存在疑似敏感信息时，提醒用户安全风

险的存在，或者对其进行删除。当然，为了提高

交互性体验，社交平台也可提供内置的自动删除

图片 Exif信息的功能。

而当用户在用手机拍摄图片时，生成的照片

能否自动进行信息保护？对于拍摄厂商而言，这

对手机等设备的拍摄功能提出了升级优化的新

要求。

特别是在照片拍摄生成时，拍摄设备可写入

一个随机的信息或者模糊的信息，如拍摄设备信

息可以随机，拍摄时间可以用当天的一个模糊时

间，当然，这些也可以提供给用户作为设置中的选

择。而智能手机的“相机”或者“相册”工具或者类

似功能的App，也可以主动提供批量删除照片Exif

信息的功能，以此来加强对用户隐私信息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