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夏时节，凌晨五点，在“中
国竹都”赤水市大同镇天桥红托
竹荪基地，基地管理员正带领工
人们穿梭在竹林中采摘即将“开
花”的“竹荪蛋”。再过几个小时，
这些“竹荪蛋”就将破壳而出，变
成白生生的竹荪，销往全国各
地。这是赤水市不断调整产业结
构，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把绿水青
山变成金山银山的真实写照。（7
月8日《遵义日报》）

追“竹”发展,让绿水青山的
自然财富转化为经济财富。赤水

市按照贵州省委和遵义市委对林
下经济发展的系列部署和安排，
结合当地的地理、气候等优势，充
分利用丰富的林业资源和竹林资
源，加快推进林下经济高质量发
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种植食用
菌、铁皮石斛，发展林下养殖，推
动林下产业蓬勃发展。一路“竹”
迹，淬练“内功”，写好农业发展

“大文章”的路径选择和具体行
动，以生态之美引领发展之变，让
绿水青山漾笑脸。

以“绿”为底、因“绿”而兴，擦
亮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2022
年，赤水市成立贵州省首个森林
碳汇管理局，成功发行全省首张
竹林碳票——赤水丹青碳票，率
先在全省获批首笔4.5亿元竹林
碳汇产业类贷款。如今，10万亩
金钗石斛、100万亩商品竹林培
育、1000万羽乌骨鸡、万亩生态
冷水鱼农业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开
展，形成了“山上种竹、林下养鸡、
石上种药、竹水养鱼”的山地立体
生态体系，走出了一条“产业生态

化、生态产业化”的特色产业融合
发展之路。

产业振兴，一根竹子富百
姓。赤水市将绿色引领贯穿竹
产业发展全链条，坚持好市场导
向，瞄准特色化、高端化，主打

“生态牌”“健康牌”，加快技术攻
关、产品建设和产业升级，不断
研发更多具有市场竞争力、群众
乐于接受的新产品，走出了一条
科技强竹、产业富民、绿色发展
的新路径，围绕质量效益，振兴
乡村产业。

追“竹”发展，绿水青山漾笑脸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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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网信办秘书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加强“自媒体”管理，明

确网站平台应当及时发现并严格处置“自媒体”违规行为，对制作

发布谣言，蹭炒社会热点事件或矩阵式发布传播违法和不良信息

造成恶劣影响的“自媒体”，一律予以关闭，纳入平台黑名单账号数

据库并上报网信部门。

◇汪昌莲

◇余志勇

互联网的健康规范发展，
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自律。
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官媒还是

“自媒体”，保证对其发布转载的
信息真实准确，自发抵制谣言，不
盲目蹭炒社会热点事件或矩阵式
发布传播违法和不良信息，理应成
为竭力恪守的底线。

当然，“自媒体”不自律，网
站和平台难辞其咎。这个意义
上说，在实施对“自媒体”全程监
管中，具体说在资质认证方面，
信息来源把关方面，以及账号管
理方面，都强调压实网站平台的
主体责任。

从此次实施对“自媒体”全
流程监管看，无论是资质认证，
还是信息把关，或者是账号管
理，都是非常全面具体的。比如
网站平台对账号信息中含有党

政军机关、新闻媒体、行政区划
名称或标识的，必须人工审核，
发现假冒仿冒的，不得提供相关
服务；对从事金融、教育、医疗卫
生、司法等领域信息内容生产的

“自媒体”，应当进行严格核验，
并在账号主页展示其服务资质、
职业资格、专业背景等认证材料
名称，加注所属领域标签；若未
通过资质认证，应当采取取消互
动功能、禁言、关闭等处置措施；
严格执行“一人一号、一企两号”
账号注册数量规定，不得集纳负
面信息、翻炒旧闻旧事、蹭炒社
会热点事件、消费灾难事故等
等。网站和平台一定要着眼大
局长远，让“自媒体”经营者在
严肃的规范中树立起强烈的自
律意识，共同促进互联网健康
发展。

整治“自媒体”乱象

让网络空间更清朗
贺 成

近年来，各类自媒体不断
涌现，发布了大量内容，已成为
人们获取信息、表达观点、交流
思想的重要渠道。然而，一些
自媒体无视法律和社会道德，
盲目追逐流量利益，肆意传播
不良信息，给社会带来了严重
的负面影响，引起社会各界的
批评。因此，对自媒体加强监
管，肃清行业乱象，已经成为紧
迫而重要的任务。

加强内容监管，引导健康
发展，可以促进自媒体走向规
范化和专业化。通过严格落实
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措施，可
以约束自媒体的行为，推动从
业者培养自律性，养成自觉意
识，由注重流量转为注重合法
性、合规性。同时，对自媒体加
强监管，也可以激发良性竞争，
提高自媒体内容的质量和水
平，培养更多优秀的自媒体人
才，引导创作有益于社会进步
的健康内容，推动自媒体行业

健康有序发展。
给自媒体戴上强监管“紧

箍咒”，是严管更是期待，也是
保障公众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的需要。自媒体作为网络信息
传播的重要平台，已经成为主
流舆论传播渠道，产生了巨大
的社会影响力，理应秉持“能力
越强责任越大”的原则，承担起
更大的社会责任，主动遵守法
律法规，传播准确可靠的信息。

平台应履行主体责任，加
强对自媒体的行为约束和内容
审核，摒弃“流量至上”的发展
模式，修改流量推送机制，遏制
蹭流量、恶意营销、打造低俗人
设等不良行为，对违规自媒体
施以严厉惩戒，可采取删除内
容、移除粉丝、封禁账号、禁止
营利等措施，让博主无利可
图。同时，自媒体自身也需认
清形势，唯流量模式已经不合时
宜，应遵守法律法规和职业道
德，做到规范运营和自律管理。

给自媒体上“紧箍咒”

是严管更是期待
江德斌

商务部等13部门近日印发
《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 建 设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3-2025)》(以下简称《计划》)
(7月12日《中新网》)

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建设，有利于优化城市居
住环境，提高居民生活品质。此
次13部门印发的《计划》对全面
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
设制订了三年行动计划，有“时
间表”“路线图”，还有具体的实
施方案。

《计划》指出，要改善消费条
件，丰富居民消费业态;要促进
就业创业，提高社区居民收入;
要加强部门协调，将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建设与城乡社区服务体
系建设、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规
划建设、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国
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活动等
工作相衔接……

一刻钟，“圈”出了城市居
民的幸福生活。全面推进城市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为居

民在社区就业提供便利，让居
民在“家门口”就业，打造宜居宜
业环境;将超市、便利店、菜市场
等纳入保障民生、应急保供体
系，将智能快件箱、快递末端综
合服务场所等纳入公共服务基
础设施，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微
利、公益性业态给予房租减免、
资金补贴等支持;推动“小修小
补”回归……这些措施都有利于
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建设。一枝一叶总关情，要做
好民生，就要从细节入手，不放

过一个盲区或死角。
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建设，关系民生福祉，是
民生大事，考验城市管理者的精
细化治理能力。需要城市管理
者重视起来，坚持以人为本的城
市治理原则，提升精细化治理能
力和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拿出

“绣花针”功夫，久久为功、精雕
细刻，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让居民生活更方便快捷，从
而才有利于根治各类“城市病”，
有利于大幅提升居民幸福感。

精雕细刻精雕细刻““圈圈””出居民幸福生活出居民幸福生活

7月10日至16日是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年主
题是“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的首要任
务是提高人们的节能意识，将节约能源作为生活
和生产的首要目标。

节能降碳是一个全社会的事业，需要各方共
同努力，加强合作共建绿色社会。政府部门应加
强政策引导和监管，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激励措施，
推动节能降碳工作的开展。企事业单位应主动承
担社会责任，积极推动绿色生产方式和可持续发
展。广大市民应自觉遵守节能法规，养成节能习
惯，积极参与节能降碳行动。通过政府、企事业单
位和市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节能降碳目标，为
建设绿色、可持续的未来作出贡献。

每个人都应当积极参与节能降碳行动，从自身
做起，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孙维国）

向斑马线上的“手机党”说不

◇静子
新华时评

从7月11日开始，正式进入
今年的三伏天。湖北武汉、江苏
南京等地开放了多处人防工程，
供市民游客纳凉避暑。（7 月 13
日《极目新闻》）

炎炎烈日炙烤着大地，更加
考验着市民的“耐热极限”。如何
纳凉，到何处纳凉？成了市民面
临的一大难题。在家庭无条件纳
凉，公共纳凉点供不应求的情况
下，地铁站等公共场所，成为一些
市民的纳凉胜地，也不足为奇

了。湖北武汉、江苏南京等地长
年坚持防空洞对市民开放，可以
说是对市民文明纳凉的一种积极
引导。

应该说，市民在防空洞纳凉，
如果没有影响到人防设施安全和
公共秩序，人防部门实行人文关
怀，保持接纳的态度，值得点赞。
特别是，南京不仅设立“人防纳凉
中心”，防空洞对市民开放，而且
免费向市民提供电视、饮用水、图
书、报刊、无线网络等配套服务，

体现了公共纳凉服务的细致入微
和人性化。

事实上，不仅在武汉和南京，
开放防空洞，已成为西安、重庆等
城市管理部门的“必修课”，即免
费向社会开放一批可用于避暑纳
凉的人防工程，以更好地体现人
民防空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根
本宗旨。因此，一些建有地下防
空设施的城市，不妨借鉴这种做
法，免费开放人防纳凉点。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保证市

民安全、健康、快乐纳凉，有关部
门应对纳凉工程的内外环境、内
部装修、空气湿度、灯光照明、闭
路电视、桌椅板凳、服务项目等硬
件设施进行改造、整治，全面提档
升级，使纳凉点的设计更人性
化。同时，应借鉴西安做法，在纳
凉点内，还可以增设阅览区、娱乐
区等，设置读书、下棋、看电影、看
电视、上网等活动项目，丰富纳凉
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形成城市
纳凉休闲文化的一道风景。

开放人防工程，城市纳凉的一道风景

约上三两好友，漫步街头巷尾，
闲逛特色小店，偶或品茗论茶、喝杯
咖啡……近段时间，“Citywalk”（城
市漫步）在各大城市悄然兴起，成为
不少年轻人的旅行“新宠”。

城市如人，亦有气质。那些散
落在一座城市的工业遗存、旧时街
巷、文创街区等，记录着过往的发
展脉络、流露出独特的古韵风情、
彰显出蓬勃的活力，是了解一座城
市气质的绝佳场所，更是城市漫步
者的“青睐之地”。于寻常的城市
里探索不寻常的自然美与人文美，
城市漫步打开了年轻人的另一种
旅行方式。

在城市更新行动有条不紊推
进的当下，如何让城市留下记忆、
让人们记住乡愁是摆在各方面前
的必答题。对生于斯和长于斯的
众多市民来说，“深”入熟悉的小街
小巷、“身”入周边的特色小店、

“心”入古朴建筑所积淀的文化底
蕴，才能更清晰地记住一座城市的

模样。此外，生生不息的城市文化
与历史脉络，既需要“文以载道”，
更需要“口口相传”，而年轻人偶然
听得的陈年旧事、小城过往，亦是
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
个意义上看，城市漫步绝对是一种
传承记忆、记住乡愁的可行选择。

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座值得慢
慢挖掘的宝藏，重要的是给人们提
供发现身边“小确幸”的路径。
综观各地实践：北京、山东等地把
城市漫步列入促进文化旅游休闲
的行动方案，上海专门开设公交巴
士组成的Citywalk路线……一系列
便民利民举措陆续“上线”中。在
此基础上，每个城市都可以积极创
新理念、打开思维，以多样化的举
措帮助人们“解锁”家门口的诗与
远方，从而让每座城市的文化故事
与历史底蕴尽情流露。

行走在城市中，浸润在文明
间，城市漫步让一座城更迷人，亦
让漫步者更悠然！

在漫步中遇见城市之美

刘大锤刘大锤 绘绘

节能降碳从“我”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