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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

高考临近，因为学业负担及压力
而产生的焦虑，成为一些考生及家长
的困扰。对此，受访专家提醒考生及
家长正确认识、对待“考前焦虑”和

“考中焦虑”，调整心态，自信迎考。
“许多人在重大考试前，或多或

少都会有焦虑出现，但并不是所有的
焦虑都不利于考试发挥，适度的紧张
和兴奋能激发学生挖掘出更多潜
力。”湖南省长沙市长郡中学心理健
康教育中心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梁琪说。

长期从事中学生心理辅导的梁

琪告诉记者，如果“考前焦虑”导致了
一些比较严重的生理症状，比如失眠、
心跳加速等，就需要进行自我调整，建
议考生们通过跑步、散步等方式进行
生理上的放松；通过和父母、朋友聊天
等方式进行心理情绪的释放等。

“要避免产生‘反弹效应’，也就
是说，越关注不好的事情，越容易将
不好的情绪放大，进而陷入情绪困扰
中，加剧这种焦虑和浮躁。”梁琪建
议，考生和家长都要给出积极的心理
暗示。面对步入考场之后的紧张情
绪，她还提供了一个小诀窍：“建议孩

子们随身带一瓶水，人在紧张和焦虑
的时候容易喉头发紧，然后越发心
慌，这个时候，不妨拧开水瓶喝一小
口水，帮助喉头放松，也让自己慢慢
平静下来。”

如果考生在某一门考试中发挥
不尽如人意，家长应该怎么做？梁琪
建议，首先要允许和接纳孩子的消极
情绪，给予释放情绪的空间。“有些家
长喜欢跟孩子说‘没关系，你考什么
样我都能接受’，不建议这样做，不能
传递出‘我不相信你’这样的消极暗
示。” 据新华社电

规范个人信息收集
运营者需向网信部门备案

在社交平台上做个心理测试需
要提交手机号，线上办个会员卡要提
供姓名和身份证号……个人敏感信
息越来越多地被不同渠道广泛收
集。如何规范这种收集行为，防止信
息被泄露、滥用？

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网络运营者
以经营为目的收集重要数据或个人
敏感信息的，应向所在地网信部门备
案。备案内容包括收集使用规则，收
集使用的目的、规模、方式、范围、类
型、期限等，不包括数据内容本身。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
部门去年实施的《信息安全技术 个
人信息安全规范》，不仅身份证信息
和电话号码属于个人敏感信息，个人
指纹、声纹等生物识别信息，邮箱地
址、网页浏览记录、精准定位信息都
属于个人敏感信息范畴。

如何约束广告推送
标识需清晰用户可拒绝

刚用APP叫外卖，就在浏览资讯

APP时收到相关广告，这样的精准广
告让不少人觉得惊心。这种利用用
户浏览痕迹进行精准画像，通过定向
推送获得广告收入的方式，在办法中
规定了约束性条款。

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网络运营
者利用用户数据和算法推送新闻信
息、商业广告等，应当以明显方式标
明“定推”字样，为用户提供停止接收
定向推送信息的功能；用户选择停止
接收定向推送信息时，应当停止推
送，并删除已经收集的设备识别码等
用户数据和个人信息。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网络与高新
技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
际红表示，定向推送技术在带来便利
之外，产生了大数据歧视等问题。办
法明确要求互联网平台充分尊重用
户的选择权，可以让用户免受太多广
告骚扰；要求平台需将此前收集的用
户设备识别码和个人信息等内容删
除，表明了对保护用户信息的重视。

如何应对强迫授权
“默认勾选”都被禁止

不给“一揽子授权”就不让用

APP，或者在某个不起眼的选项前设
置“默认勾选”……这些行为都将被
明令禁止。

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网络运营
者不得以改善服务质量、提升用户
体验、定向推送信息、研发新产品等
为由，以默认授权、功能捆绑等形式
强迫、误导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其收
集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主体同意收
集保证网络产品核心业务功能运行
的个人信息后，网络运营者应当向
个人信息主体提供核心业务功能服
务，不得因个人信息主体拒绝或者
撤销同意收集上述信息以外的其他
信息，而拒绝提供核心业务功能服
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
心秘书长姜奇平认为，把信息采集
主导权、选择权交给消费者，是信息
服务的原则性问题。为了收集信息
采取胁迫或者误导行为，都是坚决
不能被允许的。

注销账号难怎么办？
尊重用户“被遗忘权”

不少网民反映，想注销APP账号
不容易，并且之前登记的个人信息
难以消除。

办法第八条规定：收集使用规则
应突出个人信息主体撤销同意，以及
查询、更正、删除个人信息的途径和
方法。

第二十一条规定：网络运营者收
到有关个人信息查询、更正、删除以
及用户注销账号请求时，应当在合理
时间和代价范围内予以查询、更正、
删除或注销账号。

用户信息泄露怎么办？
平台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

目前，一些社交类和支付类APP
大量接入第三方小程序服务，这些小
程序经常向用户收集个人信息。如
果用户个人信息被泄露，平台是否可
以免责？办法明确规定，不可以！

根据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网络运
营者对接入其平台的第三方应用，应
明确数据安全要求和责任，督促监督
第三方应用运营者加强数据安全管
理。第三方应用发生数据安全事件
对用户造成损失的，网络运营者应当
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除非网络运营
者能够证明无过错。 据新华社电

一捆捆高粱经过李耀梅的拉、
摔、揉、绑等操作，“变”成了一把把漂
亮的扫帚。最近，这位将诚信视为

“本钱”的55岁农妇，靠着3年多来扎
出的2万余把扫帚，还清了五位好心
人不要欠条、不收利息借她救急的20
多万元钱，还供女儿读了大学，将日
子过得有滋有味。

李耀梅2008年离异后与女儿相
依为命，平日主要靠到集市售卖自己
扎制的扫帚获取收入。2013年因胃
部肿瘤复发住院时，女儿马向媛向常
年订购妈妈扫帚的主顾借了9万元
治病。2014年，李耀梅被宁夏吴忠
市红寺堡区龙源村确定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

没想到，上笔欠款还没还清，命
运又落井下石。2015年10月，送女
儿上学返回途中，李耀梅遭遇交通事
故，右腿粉碎性骨折，头部、颈部等多
处受伤，一笔大额医疗费又摆在她的
面前。

几位好心人再次向这个家庭伸
出援手，马向媛从母亲的五位老主顾
手中陆续借到了16万元。这五位好
心人中，除了同心县城的丁雪峰、预
旺镇的杨增云和红寺堡的李燕梅外，
还有两位李耀梅也叫不出全名：下马
关镇的“小马子”和韦州镇的“老顾”。

“她姑娘哭着来找我，说她妈出
事了，要借5万元，我当时只有3万
元，又从几位做生意的邻居那借了2
万元一起给她了。”常从李耀梅那里
进货的李燕梅说，别人危难能帮一把
就要帮一把。

出院回家休养近两个月后，这个
被村民形容为“干活像男人一样”的
女人开工了：早上5点起床，夜里12
点睡觉，扎扫帚、喂羊养鸡几乎成了
生活的全部。

“你一个人挣钱，还要供女儿上
学，有没有想过还不上了怎么办？”有
人问。

“我虽然穷，但诚信就是我的‘本
钱’，我就想我一定能行。”李耀梅说，

“他们借给我这么多钱，别说欠条，连
利息也没要，人家对咱好，咱不能坑
好人。”

3 年多来，靠着扎制的 2 万余
把扫帚，李耀梅通过一部分用扫
帚顶账、一部分用现金的方式，在
今年 3 月终于还清了最后一笔欠
款。今年 4 月，她又将 5 万元贷款
结清。

还清欠款的李耀梅，主动找到驻
村扶贫工作组要求脱贫。“孩子读大
三了，不想再给政府添麻烦了。”她
说，目前已有3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参
与到她的扫帚生产中，希望脱贫后能
帮助更多人。 据新华社电

《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 直接回应五大热点问题

个人信息被泄露 平台不可免责！
5月28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公众关注的个

人敏感信息收集方式、广告精准推送、APP过度索权、账户注销难等问题进行了直接回应。

高考临近，如何正确对待“考试焦虑”？

带上一瓶水 接纳考生的情绪

“你一个人挣钱，还要供女

儿上学，有没有想过还不上了

怎么办？”

“我虽然穷，但诚信就是我

的‘本钱’，我就想我一定能行

他们借给我这么多钱，别说欠

条，连利息也没要，人家对咱

好，咱不能坑好人。”

5人借出20万元救急
母亲扎2万扫帚还清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