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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评

线上“AI开处方”不可操之过急

◇赵登银

◇泽迅

◇余志勇

◇张西流

一名女游客日前在八达岭长城
游览时，用钥匙在城墙上刻下名字，
被其他游客举报。北京市延庆公安
分局八达岭派出所一路追踪，将已
经“转战”颐和园的游客唐某查获，
予以治安拘留和罚款处罚。唐某也
被列入八达岭景区的黑名单以示惩
戒。（8月5日央视新闻）

事实上，这种故意损坏文物的
现象，在当今社会上不时出现。此
前据北京延庆警方介绍，仅 2023
年，就查处了8起长城刻字案件。
究其原因，除了一些人缺乏社会公
德和文明素质之外，更在于法律意
识的淡薄。特别是，以往对于这种
违法行为，仅止于道德谴责，难以
真正唤醒人们对文物的敬畏之
心。如此情况下，北京延庆公安机
关对涉案女子予以行政拘留并处
罚款，显然是必要惩戒手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63条规定，刻划、涂污或者
以其他方式故意损坏国家保护的
文物、名胜古迹的，处警告或者二
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
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
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因此，在名

胜古迹上刻字的行为，不仅损害了
文物古迹的完整性和历史价值，也
违反了相关法律，理应受到相应的
法律制裁。

事实上，现实中已有这样的案
例。浙江衢州的水亭门古城墙和明
代钟楼，均属于全国重点文保单
位。衢州市民刘某为寻求刺激，竟
然连续往这两处古建筑上泼油污。
2021年9月20日，刘某因故意损毁
文物罪，被衢州市柯城区法院依法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1000元。

可见，文物“微破坏”还须依法
“大治理”。一方面应加强对文物
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引导群
众树立“保护文物光荣，损坏文物
可耻”的理念和“破坏文物违法”的
意识。另一方面，应加强文物的监
管与保护，做到保护与利用并重，
必须以保护为第一目标，开发利用
永远要服从于保护而居于次要地
位。因此，对于刻划涂污等破坏文
物的违法行为，既要严格执法，更
要深入普法，让更多的人知法守
法，扎实推进文化传承工作，积极
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文物“微破坏”须“大治理”

一首首经典老歌、欢快的舞蹈、
精湛的器乐演奏……桐梓县九坝镇
山堡社区凉爽的夏夜“沸腾”起来。
桐梓县以“文、旅、农”为主线，演出
节目由当地群众和避暑游客自主选
材、自导自演，充分展现了乡村振兴
过程中的文化魅力。

透过桐梓“村晚”这方小舞台，
人们看到的是一出乡村振兴大戏。
文化振兴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也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活力。
乡村振兴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美
丽乡村独特的文化标识，承载着人们
的文化乡愁。丰富的文体活动，既可
以开拓乡村消费的新空间，也能促
进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唱响

“村晚”，在歌声与笑语中，让演员和
观众找到了共同的文化认同，表达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村晚”
也就成为凝心聚魂的良好载体。

让乡村文化真正活起来，释放乡
村文化的内在魅力，既需要在深入挖
掘、强化保护上下功夫，也需要在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做文章。桐梓

“村晚”鼓励、引导村民和外来游客自

编、自导、自演，登上舞台做“主角”，生
动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村晚”
热的背后是地域文化自觉的进一步彰
显，也是乡村文化的更自信表达。

唱好乡村文化振兴这台大戏，
不断丰富乡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需要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
保护，把乡村文化与现代文明要素、
农村农民发展需求等结合起来，不
断赋予乡村文化新的时代内涵、表
现形式。桐梓县坚持以文塑旅擦亮

“村晚”品牌，努力保持热度与关注，
留住“村色”与“村味”，带火乡村特
色产品销售，带活城乡一体化发
展，促进群众既富口袋又富脑袋，
让更多群众共享经济发展红利。

尽情欢唱，唱出心中向往。以
形式多样的乡村文化活动丰富乡村
文化供给，搭建文艺展示平台，鼓励
引导具备条件的乡村在农闲期间开
展村民自编、自导、自演、自赏的“村
晚”，促进文旅融合，推进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激发新时代乡村振
兴的文化活力，村民家门口的这场
文化盛宴定能历久弥新，回味悠长。

“村晚”奏响美丽乡村新乐章

绿水浩荡，青山葱郁。美丽遵
义，万物荣华。

8月15日是第二个全国生态
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放眼遵义，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图景不断涌现：

在赤水，消失多年的珍稀特有
鱼类鳗鲡重新在赤水河流域欢快
游弋；在道真，首次发现中国特有
物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藏酋
猴的活动影像；行走在黔北大地，
如同畅游在一幅山清、水秀、人美
的风景画中。

遵义为什么这么美？离不开
遵义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
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离不开久久为
功的努力。

绿色成为发展最动人的色
彩。遵义聚焦青山常在、绿水长

流、空气常新，多项生态环境指标
保持高位稳定。天更蓝，中心城区
空气质量优良率100%，县（市、区）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平 均 优 良 率
98.17%；水更清，50个国、省控地
表水断面达标率100%，34个县级
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100%；山更美，森林覆盖率
稳定保持在62%以上，划定生态保
护红线7338.19平方千米，占市域
总面积的23.85%，长江上游绿色生
态屏障进一步筑牢。

以制度保障市域生态环境建
设。遵义探索建立林长制、河长
制等常态化环境保护机制；赤水
获批国家生态综合补偿试点，成
立全省首个森林碳汇管理局，并
成功发行全省首张竹林碳票。全
市累计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8个、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3个、省级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１个、省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
新基地 6 个，各项生态创建工作
走在全省前列。

生态文明在发展实践中深入
人心。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
人，生态环境改善日益成为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和经济发展红利。今
天的遵义，田园变公园、村庄变景
区、农房变客房、村民变股东、资源
变资产，正在打开“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生态价值转化通道。
如今，靠着良好生态环境，绿色遵
义正芳华，避暑游风生水起，乡村
旅游“热辣滚烫”，遵义正走在一条
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
发展之路上。

绿色遵义正芳华

住房问题，一头连着千家万户
的切身利益，关系人民安居乐业，
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系
社会和谐稳定。家庭装修是住房
消费的重要内容，舒适的居住体验
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期盼，这
呼吁我们加快建设一个规范有序、
健康发展的家装消费市场。

但也要看到，近年来，由于家
装工程人员复杂、环节多、需求大，
家装消费投诉举报事件频繁发
生。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4
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
情况分析》显示，房屋及建材类消
费纠纷为11525件，位列商品大类
投诉量第7位。家装行业乱象严
重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影响了
人们的装修体验。

在家装市场上，一些家装公司
打着低价套餐的幌子，实则收钱不
施工、退款打白条；一些公司不赚
利润赚现金流，误把现金流当利
润，一个不小心就资金链断裂，一
地鸡毛之后，换个马甲重新来过；
一些公司过度工地营销，带偏消费
者；一些公司重营销，轻交付，消费
者苦不堪言；一些第三方监理公司
虎头蛇尾，吹毛求疵……

同时，在家装纠纷中，业主和
装修公司发生纠纷时，也多是业主
吃亏，既付出了时间代价，也付出
了资金代价。消费者往往因举证
难度大，维权成本高，难以真正维
权成功。

针对家装行业乱象，应重拳出
击，建立健全家装行业整治长效机

制，营造更加安全、放心的家装消
费环境。

应完善制定相关家装政策、法
规和标准，加强对家装行业的管理
和监督，加强装修资金监管，强化
追责问责，规范行业竞争行为，打
击恶性竞争，维护市场公平公正。

应提高家装市场准入门槛，实
行“黑白名单”公布制，让“良币驱逐
劣币”，使黑心装修公司没有市场。

家装公司应恪守诚信经营的
从业准则，提升装修品质和服务质
量，用好口碑持续赢得客户。

消费者应理性消费，选择具有
相应资质的公司，仔细签订合同、
定期检查家装工程，发现家装乱
象，及时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重拳整治家装行业乱象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
发现，明明是面向未成年人的学
习类、工具类App，内容却“跑偏”
了。一些学习类、工具类App，不
仅因为广告众多、功能混乱等影
响使用感，而且蕴含一些色情、
低俗等“擦边”内容，极易给未成
年人造成不良影响。（8 月 5 日
《法治日报》）

学习类APP以其便捷性、互
动性和丰富的学习资源受到广

大学生和家长的青睐，其初衷是
为学生提供一个便捷、高效的学
习环境，帮助他们提升学习成
绩，拓宽知识视野。然而，一些
学习类APP却出现了偏离主责主
业、传播违规信息的现象。学生
们心智尚未成熟，缺乏足够的判
断力和自控力，容易受到网络不
良信息的影响。

面对学习类APP打“擦边球”
现象，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整

治。首先，应建立完善的法律法
规体系，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对
违规APP依法严厉打击。其次，
学习类APP开发者和运营者应承
担起社会责任，加强内容审核和
管理，确保APP的纯净、安全。此
外，学校和家长应加强对未成年
人的网络素养教育，引导他们正
确使用学习类APP，提高辨别和抵
制网络不良信息的能力。

（王琦）

谨防学习类APP打“擦边球”

陈彦霖 绘

◇汪昌莲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
厅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
厅印发《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
业技术人员违规“挂证”行为专项治
理的通知》，要求严肃查处工程建设
领域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注册建
筑师、建造师、监理工程师、造价工
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注册单位与实
际工作单位不一致，出租出借注册
执业资格证书等“挂证”违法违规行
为。（8月6日《工人日报》）

工程建设领域证件多，由此衍
生的“证件经济”，自然格外火爆。

“证件经济”不仅催生了供需两旺的
“假证”业务，也催生了“证件出租”
产业。由此，“挂证”成利益链，“人
证分离”成行业潜规则，执业人员的
职业操守，以及相关行业的道德诚
信，均被利益链和潜规则“绑架”，而
同时被“绑架”的，还有服务质量和
水平。基于此，住建部和人社部启
动专项治理，严查工程建设领域违
规“挂证”行为，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针对“挂证”乱象，一些
地方及有关部门已先后出台了整治
措施。2019年1月，河南发布公告，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
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
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严肃查处

“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同年2
月，应急管理部、人社部联合发布了
《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
定》《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实施办法》，其中明确规定，对于“挂
证”行为，由发证机构撤销其注册证
书，5年内不予重新注册；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治理“挂证”乱象，不能
“头痛医头”，各自为政。换言之，
整治“挂证”乱象，关键是严守执业
门槛。首先，国家层面应进一步取
消一些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
推动“放管服”，地方应不折不扣地
执行。同时，应建立和完善注册登
记制度，在注册后的执业过程中，
职能部门应从多方面对执业师进
行跟踪管理。特别是，建立严格的
准入制度、执业监管制度及市场清
除制度、公平交易保障制度、惩戒
规定等，完善执法监督体系，使依
法管理具有可操作性，确保执业管
理有序运行。

整治“挂证”乱象关键是严守执业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