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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颜年”打败年龄

恒时凝颜面部护肤系列
雅姿护肤品

益之源净水器
让生活每一处都洋溢健康之水

保留矿物质 滤除重金属 口感佳 留驻肌肤年轻时光

5月19日-28日

一个个传统村落，承载着人们的乡

愁、赓续着农耕文明。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财政部4月27日公布2023年传统村

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名单，并对相

关保护和利用工作作出部署。传统村落

保护，要置身于全面乡村振兴的历史进

程中，既要塑村容村貌之“形”，也要铸农

耕文明之“魂”，不断注入新时代精神，为

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支撑。

传统村落保护，要在乡村建设行动

中塑其形。传统村落在历史长河中形成

独特风貌，从每一条道路、巷子到每一处

建筑、家屋，都承载着历史文化信息。无

论坐北朝南、向阳背风，还是凭水而建、

依井而居，传统村落大都与周边山水林

田湖融为一体，依托自然、融入自然，体

现着中国人“道法自然”的认知实践。“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聚落空间，都有完整

的生命。从庭院房屋到庠序宗祠，对待

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要望闻问切，辨

证施治，以养为主，多用绣花功夫。

传统村落保护，不是违背社会发展

规律的“复古”“仿古”，必须兼顾文化传

承、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对于传统村落

保护，乡村振兴战略有明确要求和部

署。要处理好“旧貌”与“新颜”的关系，

尊重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保护好

村落历史风貌的同时，改善生产生活条

件，让村民享受现代科技之便。要进一

步加快推进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以保

障农民土地权利，激活乡村资源要素。

尊重村民、依靠村民、造福村民，使传统

村落保护真正融入和美乡村建设。

传统村落保护要铸其魂。世代生息

于斯的村民，是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者、

守护者。尽管农机取代了牛马，电灯取

代了油灯，但“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道法自然”“勤劳节俭”“天人合一”“耕

读传家”等价值理念没有改变。要尊重

传统村落的自然文化节律；特别是来自

城市的规划者、设计者，要尊重村落的历

史、文化、习俗。文旅从业者、消费者要

入乡随俗，不喧宾夺主，真正地分享其静

谧与安宁。

传统村落代表着历史，属于当下，更

拥有未来。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

出新，把乡土民风融入和美乡村建设，把

尊俗重道与移风易俗结合起来，把农耕

文明传承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

起来，在激活传统文化优秀因子的同时，

不断赋予其新时代内涵。

□王立彬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

善于把握商机的商家们也开始

了新一轮“高考狂欢”。各大商

家针对考生和考生家长推出一

系列“全套服务”，范围覆盖考生

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家长

们本着一切为了孩子的原则，掏

起钱包来毫不手软，掀起了高考

消费热潮。

（5月10日《江海晚报》）
当前，虽然距高考还有一段

时间，但敏锐的商家已开始谋划

借助高考经济好好赚上一笔。客

观而言，全国有超过千万的考生

参加高考，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消

费，确实大有市场潜力可挖。从

某种角度来看，商家围绕高考经

济做文章，也是从市场经济角度

为高考服务的一种表现。

但高考经济不能成为割韭菜

的“筐”。不难看到，诸多与考试

并不沾边的商品，借着高考名义

大搞营销，价格也水涨船高。比

如有商家做起“状元糕粽”“状元

包”的生意，还有商家卖起“金榜

题名”“逢考必过”系列文具套装，

价格也高出不少。这对家长来

说，无非是想讨个好彩头。而对

商家来说，不过是为普通商品赋

予了“高考属性”，强行“蹭热点”，

借机猛赚一把。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宣

称“押题密卷”“押题宝典”的模

拟试题不仅不靠谱，更是明晃晃

的欺骗。相较于一套售价几十

元的普通模拟试卷，“押题密卷”

则飙升至两三百元，有冠以名师

视频详解版的“高考押题卷”，更

是高达七八百元。同时，还有不

法分子兜售五花八门的隐形耳

机、调频手表等器材，诱导考生

作弊，有的家长甚至找“枪手”给

孩子替考。

高考经济，本质上是商家利

用家长和考生的焦虑情绪牟利。

要想在高考中取得理想的成绩，

完全取决于考生扎实的知识基

础、良好的心理素质，与高考相

关的商品无关。考生和家长应

理性认识高考的意义，放平心

态、从容备考，不被高考经济带

偏节奏。有关部门也应加强对

高考经济的监管，规范市场秩

序，保护消费者权益。对于打着

高考旗号、违规兜售相关产品的

商家及平台，要一查到底，严厉打

击，以儆效尤。

□付彪

近日，一场关于“渔船打捞（塑料）垃

圾”的工作推进会在美兰区新埠街道三

联社区举办，会上，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把

三联渔港作为海口“渔船打捞（塑料）垃

圾”试点渔港。关注海洋垃圾治理问题，

将垃圾带出海洋，才能还海洋一方净土，

守护我们珍贵的“蓝色国土”。

地球是一颗蔚蓝星球，一直以来，人

类与海洋的关系不可谓不密切。海洋为

人类提供食物、石油等资源，对人类而

言，海洋就是一个蕴藏无数财富的“蓝色

宝库”。然而，随着人类生产生活的范围

逐渐扩大，这些活动已经对海洋生态造

成了影响，海面上漂浮着大量垃圾、海洋

生物多样性的锐减……都是海洋无声的

呐喊。海洋垃圾已成为全球性问题，海

洋垃圾治理行动刻不容缓。

据了解，渔民在捕鱼时，将打捞到渔

网中的塑料垃圾带回港口处理，有利于

建立海洋垃圾去存量的“渔民-渔船-渔

港-塑料回收利用”的社会自愿治理体

系。渔民出海作业时多花一点时间带回

打捞的垃圾，看似微不足道，但经过日积

月累，总会“量变”引起“质变”。海南四

面环海，与海洋的渊源更是深厚，我们既

要认识海洋、探索海洋，更要保护并重。

实际上，倾倒进海洋中的塑料垃圾大部

分会随着海浪被卷回沙滩上，被分解后

的微塑料还会影响海洋生物甚至人类自

身。当漫步在海边时，倘若看见的不是

清澈的海水而是满地的垃圾，看海赏景的好

心情会随之大打折扣；倘若看见美丽的海洋

生物因垃圾的缠绕而死去，我们也会感到

无比痛心。其实，我们不是无能为力，更不

应视而不见，只要开始行动就不算太晚。

保护海洋是一项系统工程，海洋不

是完全独立的区域，它同样与陆地息息

相关。近年来，海口大力做好“绿色文

章”，保护湿地、红树林，持续开展科普活

动呼吁公众树立环保意识、加入环保队

伍，这些举措都是在为保护海洋贡献一

份力量。在三联渔港试点“渔船打捞（塑

料）垃圾”模式，鼓励渔民将塑料垃圾带

回港口处理，是关注海洋垃圾治理问题、

朝着“无塑海洋”、健康渔业方向发展的

有益实践，值得肯定。保护海洋，渔民的

参与非常重要，对于我们来说，少用塑料

制品，做好垃圾分类，不往海洋中随手乱

丢垃圾，参与“净滩”公益行动，积极从自

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就是在保护海

洋，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既要行动，也

要提升爱护海洋、保护海洋的意识。海

洋的价值不可估量，无法用金钱来衡

量。我们不能对它无限度地索取，待到

海洋资源被消耗殆尽的那天，方觉悔之

晚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高质量发

展的题中之义，关注海洋垃圾治理问题，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经济，让碧海永

驻、常伴我们的生活，守护好这片“蓝色

国土”，我们的生活会因海洋的存在而更

加美好。 □吴翠霞

投稿邮箱：hkrbpl@163.com 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让城市“烟火气”与
“文明味”共生共存

淄博的“烟火气”传到了一线城市。

深圳出台新条例，不再全面禁止路边摊。

在此之前，北京、上海、兰州等城市也进行

相关探索。如何平衡商业经营与城市管

理之间的关系，成为各地政府面临的一道

新考题。

（5月8日《中国新闻网》）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段时

间以来，路边摊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曾被

贴上妨碍市容、影响道路交通等标签，甚

至被视为“脏乱差”的代名词。所以，不

少地方在推进城市文明创建中，对路边

摊进行严格限制，不少大城市甚至看不

到路边摊，这似乎被当成了城市文明指

数的一种象征。

其实，城市的活力与文明，不止在于

一尘不染的街道，也包括充满“烟火气”

的街头生活。让城市“烟火气”与“文明

味”共生共存，这才是一座城市应有的样

子，也能彰显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允许

商业外摆不仅能够促进民生经济，能够

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百姓收入增长，同时

也是活跃经济末梢循环中非常重要的一

个环节。解禁路边摊，既增加了城市的

“烟火气“，又让城市的夜晚变得更热闹、

更接地气。

应如何平衡城市“烟火气”与城市文

明的关系？这就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实

现双向奔赴。既离不开相关职能部门的

有效管理，也离不开经营者的自觉配

合。因此，有序解禁路边摊首先要和城

市规划配合起来，根据城市实际情况、人

流量或百姓生活需要，科学划定可以摆

摊的路边摊区域，并对经营者的外摆行

为进行规范管理，引导他们合法经营、文

明诚信经营。

另外，路边摊主也要加强自律，禁止

占用城市道路和公共场所堆放物品、摆

摊设点、销售商品，避免影响周边市民出

行以及城市环境。这也意味着，解禁路

边摊不等于放任不管，而是兼顾城市活

力与文明，在“应放尽放”的同时，更需要

“应管尽管”，不断减少管理的盲区与漏

洞。真正实现规范管理和便民服务的有

机统一，让人间“烟火气”与城市文明并

肩同行，用心用力用情不断提升城市的

风度和温度。

总之，高品质的城市生活，需要城市

管理者、摊贩经营者与市民的共同努

力。部分城市放宽限制做“减法”，就是

为民生做“加法”，释放出“民呼我应”的

积极信号，既体现城市所具有的民本情

怀和民生温度，也必将成为一道靓丽的

城市人文风景线。 □刘纯银

当前，“必须关注公众号才能

开发票”“必须使用小程序才能点

餐”“必须扫码缴费”，诸如此类

扫码强制关注使用的现象在生

活中并不少见。5 月 9 日，北京

市消费者协会公开劝导相关经

营者：不得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

号或使用手机 APP、小程序进行

自助点餐或购物、缴费。经营者

不得利用公众号或手机 APP、小
程序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

息。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

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

要、诚信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

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消

费者同意。

(5月10日《人民日报》)
手机一扫，信息俱有，科技进

步给现代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

便利。然而，技术进步应当让消

费者享受发展红利，消费者不过

是想简单吃顿饭，竟要不停扫码、

填写信息并关注公众号，不仅耗

费时间，更涉嫌对消费者个人信

息的过度收集，频繁被“扫码”令

人反感不已。

实际上，对消费者索要发票

的要求，不少经营者采取拖延、拒

绝等方式设置多重门槛，将关注

公众号或使用手机APP、小程序作

为消费者行使权利或享受服务的

前提，这是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

理的规定，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

主选择权。而通过扫码关注公众

号、使用小程序获取与服务无关

的消费者个人信息，也违反了公

民信息保护的相关法规，属于任

性滥用。

经营者任性强推“扫码”，缘

于违规成本低。扫码点餐、关注

公众号可以为店家起到广告、引

流、促销的作用，也可以为消费者

要求开发票增添阻力。一些消费

者对于要填写个人信息、关注公

众号后才开发票觉得麻烦，往往

不再坚持，这就给不良商家逃税

以可乘之机，加之餐饮业点多面

广，监管难度大，扫码点餐俨然成

了餐馆吃饭前的必须程序。

2021 年 3 月，中消协强调指

出，“扫码点餐”不应成为“单选

题”。仅提供“扫码点餐”侵害了

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采取各

种 手 段 任 性 滥 用“ 扫 码 点 餐 ”

“扫码缴费”，理当叫停。职能

部门应加大对餐厅要求消费者

关注公众号并非法收集个人信

息问题的曝光力度和处罚力度，

提高违规成本及监管威慑力，强

力遏制强制扫码、滥用扫码的不

正之风，促使餐饮业遵守法规，

诚信经营，在尊重消费者意愿的

基础上，努力为消费者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以此获得利润与口碑

的双赢。

此外，消 费 者 也 要 注 意 保

护个人信息安全，提高维权意

识，遇到经营者不扫码不提供

服务等不合理现象，要收集证

据，勇敢投诉，由职能部门责令

商家限期改正或处罚。广大消

费者对霸王条款说不，相关部

门 强 化 监 管 ，任 性 的“ 扫 码 点

餐”“扫码缴费”才会逐渐失去

市场。

□斯涵涵

关注海洋垃圾 守护“蓝色国土” 对任性滥用的“扫码”条款说不

高考经济不能成为割韭菜的“筐”

塑形铸魂加强传统村落保护
新华时评

促进和规范
为促进和规范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发展，保护人民健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印发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规范（试行）》，对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内容、提供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
人员等进行规范。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