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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设备确实很
方便，因为平时快递比
较多，有时候是让父母
代领，也怕取错。如果
有未取快递，自助出库
设备会提醒。”对于拍
摄人脸信息，李女士表
示能理解。

“尽管方便用户追
溯快递领取人，但是拍
摄人脸信息会不会被
用作其他用途？另外，
在快递件上有我们的
电话、地址、姓名等信
息，现在又保存了人脸
图片，确实很担心个人
隐私泄露。”张先生对
于这种拍人脸照片的
情况比较抵触。

快递自助出库 为何要将人脸拍照留存？
韵达、圆通部分代收点均存在此种情况，律师称不能将拍照作为取件前置条件

记者调查
自助出库设备有两个摄像头
一个扫描条码一个拍摄人脸

3月30日下午，在高新区雅
和南一路某小区的韵达快递超
市，记者看到门口放置着一台自
动取快递的设备。该快递超市
店长介绍，设备顶部有个镜头朝
下的摄像头，用于扫描快递包裹
上的条码；设备中间位置安装了
另一个摄像头，主要是拍摄取件
人的照片。

正值下班时间，该代收点内
陆陆续续有人取快递。记者看
到，用户在按照短信上的收件码
找到快递后，都会将快递放到自
助出库机上扫描出库，偶尔一两
个用户忘记拿去扫描，店长也会
提醒用户扫描快件核销出库。

“这个设备可以加快取件效率，
同时保证包裹送到指定收件人
手里。”店长说。

在青羊区小南街的一处圆
通快递代收点，也安装了和韵达
快递超市类似的自助出库设备。

“前几天，有个用户找到我
们说他的包裹显示已被领取，但
自己并没有取过。我们把电脑
里的出库记录和照片调出来，一
下就查明是该用户领走的包

裹。”该代收点老板说，有的用户
包裹太多忘记是否领取，或者拿
回去的过程中包裹遗失，遇到这
样的纠纷，店方就可以调出取件
记录和照片核实。

此外，记者还走访了位于新
都区寸龙桥路的中通快递和圆
通快递代收点，这两家均没有自
助出库设备，用户只需报取件

码，店方核对名字后便可将包裹
取走。

用户看法
有人表示理解称出错可追查
有人担心个人隐私会被泄露

对于拍摄人脸信息后才能
取件的现象，用户也持有不同的

看法。
在上文中韵达快递超市取

件的李女士认可站点的做法，
“这种设备确实很方便，因为平
时快递比较多，有时候是让父母
代领，也怕取错。如果有未取快
递，自助出库设备会提醒。”对于
拍摄人脸信息，李女士表示能理
解，“如果自己的包裹被冒领了，
还可以追查出到底是谁领走
的。”

同样在韵达快递超市取件
的王先生，由于自助出库设备未
能识别出自己的包裹，店长便用
手持设备扫描了快件。王先生
表示，“每次取件都会拿到自助
出库机上扫描条码，出库成功就
直接取走，没有太关注人像采
集。”

而在小南街圆通代收点领
取快递的张先生则有些顾虑。

“尽管方便用户追溯快递领取
人，但是拍摄人脸信息会不会被
用作其他用途？另外，在快递件
上有我们的电话、地址、姓名等
信息，现在又保存了人脸图片，

确实很担心个人隐私泄露。”张
先生说，他对于这种拍人脸照片
的情况还是比较抵触的。

企业回应
人脸照片只存储在网点电脑
只有包裹异常才会调出查证

韵达快递超市将收集的人
脸信息用于何种用途？拍下的
照片在系统里留存多久？带着
这些疑问，记者拨打了韵达快递
官方客服热线。

“自助取件设备是网点根据
情况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针对用
户包裹签收存在疑问，或者包裹
被亲戚朋友代领后，用户误以为
被冒领投诉网点。我们接到投
诉会对网点进行处罚，这个时候
网点会提交客户取件时的留证
包括人脸照片、时间等进行申诉，
经核实无误后，我们会取消对网
点的处罚。”韵达客服解释道。

对于网点收集的照片会在
系统储存多久的问题，韵达客服
人员介绍，这个以当地网点为
准，和监控类似，有的设置（储
存）半个月，有的一个月，并且收
集的照片只存储在网点的电脑
里，不会存储到总部系统。只有
当包裹出现异常的时候，网点才
会调出照片进行查证。

律师说法
快递站点无权拍照留存
要保留证据可配置监控

针对快递代收点拍摄人脸
照片的问题，四川英冠律师事务
所钟振宇律师表示，根据《民法
典》规定，公民享有隐私权、肖像
权。快递站点在未经客户同意
的情况下，是无权拍摄人脸照片
留存的，也不能将拍照作为取件
的前置条件。若快递站点未经
客户允许使用其肖像，同样侵犯
公民肖像权。

对于用户担心的个人信息
泄露问题，钟振宇律师也给出
了相应的建议：用户可以拒绝
站点不合理的人脸采集方式，
而站点可以配置监控设备来进
行证据留存。他认为，站点只
要严格采用手机取件码以及手
机号码核对的方式，基本不会
存在错取情况。

“人不知”找到了！

四川大姐连续7年新疆采棉：自由自在很快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雷强 付文超

近日，有网友向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反映，在成都
部分线下快递代收点取件时，店
方会要求用户将快递放置在店
里自动出库设备上核销出库才
能取走。而该设备在扫描包裹
上条码时，另一个摄像头会拍摄
用户人脸照片。网友担心，人脸
信息被留存后会存在信息泄露
的安全问题。

对于网友反映的问题，3月
30日，记者走访了成都高新区、
青羊区、新都区的多处快递站
点，部分用户表示了对人脸信息
泄露的担心，也有用户认为为了
包裹不被冒领可以理解。

▲自动出库设备中间
位置有一个摄像头，
主要是拍摄取件人的
照片。

◀圈中为人脸摄像
头。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庆
王越欣）最近，“新疆棉花”引发
广泛关注，H&M等品牌抵制新
疆棉花引发众怒，而抵制的理
由，竟是所谓的新疆采棉存在

“强迫劳动”的谎言。
随后，一则4年前的新疆采

棉工人采访视频火了。视频中，
受访对象是一个四川仁寿籍女
工，因为觉得自己干活时候的样
子出镜很丑，她谎称自己50岁
了，叫“人不知”，以“打发”记
者。十几秒的对话中，这位女工

一直埋着头，没有停下手中的
活，称看镜头耽误自己时间，“时
间都是金钱”。

采棉大姐的直爽被网友频
频点赞，表示这才是真实新疆采
棉工人的工作情况。

3月3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在仁寿县汪洋镇秦湾
村2组见到了“人不知”。她真名
叫朱红娟，今年49岁。

朱红娟说，2012年，经同乡
介绍，她首次到新疆采棉。在
哈密市，采棉的时节天亮得很

早，朱红娟和工友们很早就起
床开始采摘，虽然很辛苦，但劳
动完全自主。“中间累了就休息
嘛，反正是按斤算工钱。我们
一般还要在棉花地里跳舞唱
歌。”朱红娟说，“四川八九月份
经常下雨，但是新疆天天大太
阳，很舒服。”

朱红娟到新疆第一年，采棉
技艺尚不熟练，每天摘得不多。
但两个月下来，除了一些开支外，
她挣了7000元。“当时算很高的
工资了。”朱红娟说，“最多一天摘

了152斤，挣了200多元。”
此后，朱红娟连续7年都在

新疆采棉。让她自豪的是，靠着
采棉的收入，她不仅支撑起了整
个家庭，还供大儿子上了大学，

“第一年各种费用要2万多元，都
是我给的。”

听到“强迫劳动”的说法，朱
红娟连忙摆手否认。“哪个能强
迫我们工作？强迫的话我早就
不去了。”朱红娟说，“我们在新
疆得到很多关心。下火车的时
候，当地政府会派人来接我们，

之后各级领导还会来关心，看生
活得如何，衣服够不够。”

2018年之后，因为家里老
人生病，朱红娟没有再去新疆，
在仁寿老家干起了养殖，但偶
尔还是会怀念在新疆采棉的日
子。

“新疆棉花真的很好，纤维
可以扯得很长，弹一床10斤的被
子才150元。质量好又暖和。”如
今，朱红娟家里还留有一大捆新
疆棉。“等大儿子结了婚，留给我
孙儿用！”

云投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