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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锐评

世相漫议

拟确权宗地位于琼山区滨江街道办事处博雅路东边，为
红城湖路延长线城市更新项目平衡地块，该项目涉及未知权
属土地面积为 15816.96平方米（合 23.73亩），四至详见附图。
经核查，拟将上述未知权属确认为琼山区滨江街道办博桂社
区居民委员会和琼山区滨江街道办下坎社区居民委员会，土
地面积分别为13437.70平方米和2379.26平方米。

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的，请在我局公布之日起15个
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我局琼山分局申诉，
逾期不申诉则视为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确认土地权属。

特此通告
联系人：李先生，电话：65860290。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8月9日

海资规琼山〔2024〕433号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红城湖路延长线城市更新项目
平衡地块土地权属异议征询的通告

声 明
遗失声明

● 黄 拉 夫（ 身 份 证 号 ：

460002198903014118）不慎丢失恒大

美丽沙编号为 0003584的 1415-G168
认购书，声明作废。

●海南瑞永盛贸易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龙华云途今天便利店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和副本，许可

证编号：JY24601063062597，声明作废。

●周波联不慎遗失海口市农业农

村局 2022年 04月 06日核发的海洋机

驾长证书，编号：46010019731228981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秀英博越玻璃店（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60000MACKKFA86M）

不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逸轩餐饮店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4601061991667，声明作废。

晶柚又名水晶青柚，因果粒晶莹饱
满多汁而得名。该柚原产泰国和马来
西亚，由原农业部育种中心推介在儋州
大成镇的大成友乐园引种成功，该园是
较早的水晶柚种植及育种基地，其树龄
普遍已逾 20年，所谓老树结好果，其品
质和口感也一直赢得消费者交口称赞。

大成友乐园精心种植的柚子，全部
施用花生饼等有机肥料，在整个种植到
采果的过程中，不打蜡，不用任何添加
剂，采用套袋和生物技术手段防治病虫
害。大成晶柚果肉清香甘甜，脆爽多
汁，晶莹剔透，有“天然水果罐头”的美
称，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历年来更是

各大单位青睐的中秋员工福利以及客
勤维护之佳品，也是海南省支农扶贫名
录内的农产品。

生产基地：儋州大成友乐园（原大
成晶柚实验园），地址：315省道 44公里
处（手机导航“大成友乐园”即可），支持
预售和持券提货以及快递或物流配送
业务，海口市内设有多处提货点。本园
另可提供团建、餐饮、民宿、垂钓、棋牌、
拓展等园内系列服务，欢迎莅临试尝品
鉴。对于大宗客户，可以提供专机遨游
海花岛的特色服务。

联 系 电 话 ：13389887999；
13976860139；15607508888。

中秋快到了 晶柚又熟了
广告

走进海口的乡村，村道干净整

洁、庭院花香四溢，拍照打卡的游客

给淳朴静谧的村庄增添了一份生机

和活力。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大量

有思路、有办法、有情怀的人才在乡

村这个“战场”上，带领村民谋事、干

事、成事，乡村“脏乱差”的局面彻底

扭转，环境美、产业旺、活力强成为村

庄代名词。如今的乡村，是游客的

“诗和远方”，更是村民自己的“诗和

远方”。

古人笔下的村庄，承载着现代

人对“诗和远方”的遐想，有“水绕

陂田竹绕篱”的静谧，有“众鸟高飞

尽，孤云独去闲”的澄明。曾几何

时 ，“ 脏 乱 差 ”成 为 乡 村 的 固 有 形

象，乱扔垃圾、私搭乱建、禽畜散养

等环境问题突出，村庄无产业、村

民收入低，不少村民为了生计、为

了心中的“诗和远方”外出打工，村

庄变成了只有留守老人和留守儿

童的“空心村”。

近年来流行一句话：“生活不只

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如果

说乡村的困境是“眼前的苟且”，“诗

和远方”在哪里？有些人离开乡村进

城寻找“诗和远方”，有些人逆向而行

奔赴乡村重塑“诗和远方”，一批批乡

村振兴工作队扎根一线、一个个能人

返乡建设家乡，他们作为乡村振兴的

“火车头”，美化村庄环境、发展乡村

产业，用努力和魄力带领村庄走出困

境，将曾经的“苟且”重塑成了“诗和

远方”。村容村貌美、富民产业强，秀

英区石山镇美社村是海口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建设的缩影，村民在家门口

有事可做、有钱可挣，足不出村就能

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现代生活，也能

享受城市人望尘莫及的“蝉噪林逾

静，鸟鸣山更幽”的惬意。今天的乡

村成了城里人向往的“诗和远方”，一

波又一波游客进村游玩打卡，农文旅

融合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村民

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眼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建

设村庄，他们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理念，

也探索更多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

的“土”办法和“活”经验，守护来之不

易的“诗和远方”。希望村民在“带头

人”的带领下，苦干实干把日子过得红

红火火，让乡村回归古人笔下的田园

意境，让“诗和远方”回归乡村。

□张志红

记者近日调查了解到，有人在社交平

台、贴吧上创建专门话题、群组，通过借助

热点事件进行诋毁、发布无中生有或毫无

底线的“泄愤帖”、恶意夸大师生矛盾、渲

染家长压迫压榨孩子等，煽动亲子、师生

对立。

（8月7日《法治日报》）
在网络上发泄一下负面情绪本无可厚

非，但如果失去底线，便成了伤人的利剑。

在社交平台上，一些帖子和发言吐槽亲子

关系、过分渲染煽动亲子对立，有的帖子则

以“求助帖”的方式出现，比如“请问你们讨

厌你们的父母吗？”，这些无底线“泄愤帖”

的泛滥，如同网络空间里的“情绪病毒”，悄

无声息地传播着消极、负面、焦虑与怨愤，

这不仅是对网络空间秩序的破坏，更是对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严重威胁。

未成年人如同初升的太阳，他们正处

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

期，心灵世界本应充满阳光与希望。然而，

这些无底线的“泄愤帖”却像一片片乌云，

遮挡了他们成长的天空。长期接触这些负

面信息，不仅容易挑起亲子、师生之间的对

立情绪，更可能让未成年人产生错误的价

值判断，认为暴力、仇恨是解决问题的方

式，从而偏离健康成长的轨道，影响其身心

健康，甚至扭曲其价值观。

因此，整治无底线“泄愤帖”，还网络空

间一片清朗，已成为当务之急。近期，中央

网信办启动“清朗·2024 年暑期未成年人

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明确要求清扫此

类“煽动网上极端情绪”的“泄愤帖”。执法

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对发布无底线“泄愤

帖”的个人和公司机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

任。同时应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管，督促

其建立健全内容审核机制，提高审核效率

和质量，确保不良信息难以在网络空间传

播。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守门人”，

应利用技术手段，加强对用户发布内容的

监测和过滤，及时发现并处理不良信息。

对发布不良信息的账号进行严厉打击，让

“情绪病毒”无所遁形。

而家长作为孩子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更

应发挥积极作用，加强对孩子网络使用的监

管，引导孩子学会辨别信息真伪，培养健康

的网络素养。更重要的是，家长要以身作

则，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关注他们的心

理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为孩子

营造一个充满爱与理解的家庭环境，让孩子

在现实与网络之间找到平衡、健康成长。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无论是线上还是

线下，每个人都应遵守法律法规，共同维护

网络空间的良好秩序。让我们携手努力，

整治无底线“泄愤帖”，为未成年人撑起一

片清朗的网络天空，让他们的心灵在阳光

下自由飞翔。 □宋波

整治无底线“泄愤帖”
为青少年护航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社

交平台上，“照搬式”盗图盗视频现象频繁

发生。不少博主表示自己发在个人社交账

号上的视频被去掉来源直接挪用，甚至因

此被他人冒充身份、造谣等。而这种情况

通常面临举报难的窘境，即使举报成功，对

方可能也只是下架视频或删除视频，无法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8月12日《法治日报》）
原创本不容侵犯，但在互联网时代，

“照搬式”盗图盗视频现象却极为泛滥，不

少人直接将他人的文案图片拿来用，连表

情符号都不曾改动，绝对不能再任由“照搬

式”盗图盗视频这般猖獗下去。

原创者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与资金所

创作出来的作品，却被那些盗图盗视频者

毫不费力地据为己有，用于谋求私利或获

取关注，这对于原创者而言是沉重的打击，

长此以往，优秀的原创会越来越少，投机取

巧之人则会越来越多，这对整个行业的健

康发展极为不利。“照搬式”盗图盗视频，本

质上来说既是盗用者也是欺骗者，破坏了

社会诚信，还涉嫌违法。

“照搬式”盗图盗视频为何会如此猖

獗？其一，打击力度不足，致使违法者错误

地觉得这么做没什么大不了，违法成本低，

可收益却颇高；其二，原创者的维权成本过

高，维权过程太过繁琐。这简直就是在刁

难原创者，助长了盗用者的嚣张气焰。

要遏制“照搬式”盗图盗视频的现象，

首先，要健全法律法规，针对电子证据证明

标准、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电子证据审查认

定、赔偿数额具体确定等制定统一的裁判

标准。要持续提高侵权行为的查处效率，

让法律真正成为保护原创者的坚实后盾；

其次，要降低维权成本，让维权变得简便容

易。当下，原创者在维权中所面临的难题

体现为：难以发现侵权行为、侵权数量众

多、难以确定侵权主体身份、诉讼周期长、损

害赔偿数额低等，究其原因就是平台不作

为，放纵了那些盗用者。平台是首要责任

人，应当积极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完善原

创保护举措，细化对侵权违法行为的防范和

惩治规则。对平台追责，督促平台强化原创

保护也是至关重要的。最后，原创者也要强

化著作权保护意识，在图片视频中添加水印

等标识。一旦发现侵权行为，就应立刻积极

维权，与侵权者交涉要求删除相关内容，或

者向平台举报。每一次维权都是在保护自

己，都是在与盗用行为作斗争。

“照搬式”盗图盗视频的现象已然到了

必须整顿的地步。尊重知识、鼓励创新、保

护原创，绝不能再让“照搬式”盗图盗视频

这般猖獗下去，要让真正的创意和才华能

够闪耀光芒，才能为原创者撑腰。

□王军荣

整顿“照搬式”盗图盗视频
为原创者撑腰

低龄儿童“整牙热”
亟待纠偏
“牙齿矫正不要错过发育期”“别让丑牙令孩

子自卑”……“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暑期是儿

童整牙高峰期，近期社交平台上有许多类似的广

告宣传。越来越多低龄儿童进行牙齿矫正，让孩

子身心健康面临多重风险。（8月12日新华社）
在部分社交平台上，关于儿童正畸的“种草”

笔记、体验心得信息繁多，点赞量动辄上万。不少

等待孩子面诊的家长表示，这类信息铺天盖地，一

些机构宣称“整牙必须尽早”“越早矫治效果越

好”，加剧了他们对孩子容貌的焦虑。

事实上，过早矫治可能会适得其反。中日友

好医院口腔医学中心主任徐宝华表示，6至12岁

是替牙期，儿童容易出现牙颌畸形，其中最常见的

是牙齿排列不整齐。如果只是牙列不齐，多数情

况建议等到十二三岁牙齿替换完再矫正。一些孩

子早期的牙齿“地包天”现象可能会在发育过程中

逐渐改观；正常情况下，孩子的面部生长发育不会

因整牙发生很大改变。

低龄儿童“整牙热”与市场不规范有直接关

系。部分市场机构刻意制造牙齿矫正焦虑，一些地

方的监管部门已经采取整顿措施。更重要的是，须

强化行业监管和惩罚力度，依法严惩违规实施儿童

牙齿矫正治疗手术等行为。2023年，国家卫健委

等四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口腔医疗服务和保

障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实施口腔医疗服务要严

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严格落实医疗质量安全核心

制度，执行有关诊疗指南、技术操作规范以及强制

性行业标准。而这也正需要行业协会和监管部门

推动儿童牙齿矫正治疗标准的制定和落地。

同时，也应该加强科普。目前，市场上的儿童

口腔机构从业人员职业素养参差不齐，而相对权

威、规范的口腔医疗机构因不愿过早给孩子进行

不必要的正畸，反而得不到一些家长的认可。对

此，除了加强对市场的规范，相关科普的跟进也很

有必要。毕竟，消费者掌握更多的牙齿矫正知识，

才能避免被不法机构忽悠。

低龄儿童“整牙热”亟待纠偏。家长应该正确

对待孩子的牙齿健康，年龄过小的孩子心智尚未

成熟，过早接触不必要的治疗，反而会增加孩子的

心理负担，对以后的治疗产生畏惧。所以，对“整

牙必须尽早”等宣传，没有必要产生焦虑，而是要

遵从医嘱，重视孩子的牙齿健康。 □杨玉龙

近日，《北京市推动罕见病药品

保障先行区建设工作实施方案（试

行）》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实施方

案》拟通过建立罕见病临床急需药品

临时进口、流通、使用全过程的“白名

单”制度，建立提前评估工作机制，建

立“保税备货”供应保障制度等六方

面措施探索多方联动、高效便捷、闭

环管理、全程可溯的罕见病药品保障

“北京模式”，推动罕见病用药从“人

等药”向“药等人”转变。

“ 瓷 娃 娃 ”“ 木 偶 人 ”“ 月 亮 孩

子”……这些看似美丽的名字，对应的

医学术语是：成骨不全症、多发性硬化

症、白化病……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罕见病。

罕见病不仅给患者带来痛苦和

困扰，也加重了其家庭负担。此外，

还有“用药难”的压力，往往需要“人

等药”。在医疗领域，罕见病用药的

保障一直是一大难题。由于患病人

数少、研发成本高、市场需求低，许多

罕见病患者面临“无药可用”或“有药

难求”的困境。

罕见病虽罕见，用药保障应实现

“不罕见”。此次北京将打造罕见病药

品保障的“先行区”，标志着从被动等待

走向主动出击，通过建立罕见病临床急

需药品临时进口、流通、使用全过程的

“白名单”制度，可以确保那些临床急需

的罕见病药品能够快速进入市场，满足

患者的需求。提前评估工作机制的建

立，则能够预判和规划药品的供应，避

免出现短缺情况。而“保税备货”供应

保障制度的设立，更是为药品的稳定供

应提供了坚实后盾。在这个模式下，药

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触

手可及的救治希望，让患者能够在最需

要的时候得到及时治疗。

罕见病用药，要变“人等药”为

“药等人”。有了“先行区”，接下来，

希望看到更多“后来者”！ □郭元鹏

让“诗和远方”回归乡村

推动罕见病用药
从“人等药”变“药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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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女装“买多退多”
多方合力才能健康发展

消费者买得多退得多，高退货率是当前电商女装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方面是商家原因，部分网店产品质量差，消费者试穿发现货不对板后退
货；另一方面是消费者原因，其实产品并无问题，但一些消费者滥用“七天
无理由退货”等规则“薅羊毛”，穿了几天就退货。服装款式更新换代快，
电商女装想站稳脚跟并不容易。因此，平台要制定和完善合理的规则，进
行更有效的监管，商家则要诚信经营、以质取胜。多方合力促进电商女装
行业健康发展，才能满足消费者的购物需求。 王发东 作

合力打通外卖配送
“最后一公里”

一段时间以来，外卖骑手送餐路上，门难进、

车难停、楼难找、乘电梯难等问题，持续引发社会

关注，甚至有骑手因进门问题与保安发生冲突。

如何打通外卖配送“最后一公里”、打造骑手友好

环境，成为多方共同面对并亟待破解的问题。

（8月12日《工人日报》）
随着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外卖骑手已成为城

市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线。然而，在送餐的“最后

一公里”，骑手们却常常面临着门难进、车难停、楼难

找、乘电梯难等一系列问题，不仅影响了骑手的送餐

效率，也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和困扰。

为解决这些问题，不少地方开始探索建设“骑手友好

社区”和“骑手友好商家”，助力畅通外卖骑手的送餐

之路。这些举措体现了社会对骑手工作的关注和支

持，也是城市管理人性化的具体体现。

要打通外卖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需要多方面

的共同努力。首先，完善的基础设施必不可少。明

确的出入口指引、专用停车区、清晰的楼牌号和地

图、便捷的骑手休息区和充电设施等，都是提升骑

手送餐效率的关键因素。

其次，社区居民、物业和骑手之间的良好沟通和

合作关系也至关重要。只有互相理解和支持，才能

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和误会。小区可以为骑手提供便

利的通行条件，而骑手也要遵守小区的规定。

再次，公共部门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也是必

不可少的。政府可以推动基础设施的改造和相关

服务的建设，这种支持不仅能够改善骑手的工作条

件，还能促进外卖行业的健康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创新的解决方案也正在被

尝试和推广。例如智能外卖柜的引入，可以有效解

决校园、医院等大型封闭园区的送餐问题。此外，

“骑手友好商家”的设立也是一项有益的尝试，这些

商家为骑手提供用餐优惠和休息场所，优化取餐流

程，让骑手在忙碌的工作中能感受到温暖和关怀。

打通外卖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需要全社会的

共同努力。为骑手创造一个更加友好、高效的工作

环境，进而提高外卖服务的整体质量和效率，既是

对骑手群体的关爱和支持，也是对城市生活的优化

和提升。 □王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