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生态保护发展非凡十年（中）大美青海湖

新闻新闻壹段壹段评评

“20岁以下可增高5到8厘米，20岁到25岁可增高4到7
厘米……”披着基因检测、国家专利等“科学”外衣，推广销售

“增高服务+特效赠品”的“增高套餐”，两年多骗取13239名被
害人5633万余元。近日，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检察院办理的
这起诈骗案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其诈骗手段也随之被起底。

反诈主题餐厅，防骗也需宣传创新

家长担心孩子身高的心理可以理解，但能否“长个
大高个”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遗传原因，生活习惯等
等。缓解“身高焦虑”，一方面需要有关部门及时从科学
的高度，去回应“身高焦虑”，另一方面，家长也需增加科
学认知，如果孩子身高真有问题，应该带孩子去正规医
院接受治疗，通过科学手段促进孩子的生长发育。

王慧莹 整理点评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五路居的陈先生最近发现14岁的儿
子有点怪，总是手机不离身，还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直
到一次“突袭检查”，他才发现儿子竟然在用手机观看色情
漫画……像陈先生的儿子这样受到不良漫画影响的应该不
是个案。近期，在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指挥部署下，15个省区
市公安机关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打掉了一个搭建运营淫
秽色情漫画平台牟利的犯罪团伙。

绝不能让淫秽网站“污染”未成年人

网络世界良莠不齐，一些不良内容暗藏在“隐秘的
角落”，去引诱未成年人，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治理网络淫秽色情内容，有关部门不仅要加强监
管治理，还需多方合力。尤其是网络平台必须对上网
信息严格把关，及时切断淫秽内容传播链。

网购清仓、尾货商品能享受七日无理由退货吗？中国消
费者协会网站22日发文明确。中消协称，远程购物七日无理
由退货是消费者法定权利，经营者不能以“清仓”“尾货”“特
殊商品”等名义擅自扩大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范围，限
制消费者行使权利。

日常生活中经常有电商在促销或兜售商品时表明
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殊不知，这是商家单方面“擅
自扩大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范围”一类的格式
条款。因此，消费者在网购时一定要提防，避免“入坑”
利益受损，如果“清仓”商品有问题应该及时维权，一旦
商家拒绝退换货，消费者要敢于较真和维权。

网购清仓商品受骗，勿忘依法维权

时下，各类主题餐厅花样百出，但以“反诈”为主题的餐厅
记者还是第一回听说。为了一睹为快，8月19日，记者来到
宁波文化广场“反诈”肯德基主题餐厅。整个餐厅的“反诈”氛
围感已经拉满，反诈卡通人物“叱咤小警”随处可见。他不光
守卫在餐厅门口，还被贴在落地窗上、餐厅内部的墙壁和餐桌
上，提醒着所有入店客人“一起反诈吧！”

别让“助高公司”加剧“身高焦虑”

对于防骗宣传来说，就需接地气的宣传方式。相比
于传统的反诈宣传，反诈主题餐厅里有趣的警示标语更
易吸引市民注意，起到入脑入心的作用。令人欣喜的是
类似的“反诈宣传”越来越多，相信“反诈知识”在这种接
地气的创新宣传下，能真正走入百姓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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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野蛮生长的“盲盒
经济”划下监管红线

非凡 十年十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蓓

大巴车喘着粗气，缓缓停下。一群游
人从车窗探出头去，伴随着一声声惊叹：

“快看，快看，青海湖，太美了！”大家争先
恐后下车，与水相亲，摆着各种姿势拍照、
打卡。

身旁，湖水微澜。夕阳下，近处，水清
岸绿，碧玉一样的湖面在微风下泛着粼粼
波光；蓝瓦瓦的天空，斑头雁、鱼鸥、棕颈
鸥，时而翱翔，时而停驻在水面；远方，湖
天一色，尽头处与棉花糖一样的云朵交相
辉映，沉淀出漫无边际的青蓝色的光芒。

青海湖，藏语名为“措温布”，意为“青
色的海”。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是中国最
大的内陆咸水湖，由祁连山脉的大通山、日
月山与青海南山之间的断层陷落形成。

青海湖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习近
平总书记分外牵挂。2021年6月，习近平
总书记站在海拔3200多米的青海湖仙女
湾畔强调，青海湖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取
得的成效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不断巩固
拓展。要落实好国家生态战略，加快构建
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
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生态环境保护，归根结底是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通过自然修复和人工生态
修复工程的实施，最终形成‘草—河—湖
—鱼—鸟’和谐共生的绿色生态链。”青海
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旅游管理处处长
陈德辉与眼前这片绝美湖泊打了20多年
交道，深谙保护“秘籍”，向中国妇女报全
媒体记者娓娓道来。

保护裸鲤
到8月中旬，布哈河湟鱼增殖放流站

鱼苗生产车间的技术员崔恩慧总算稍稍
喘了口气：“今年气候条件、湟鱼人工采
卵、受精、孵化情况好，提前完成了年度增
殖任务。”

去年，从大连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
毕业的西宁姑娘崔恩慧怀揣着一颗对湟
鱼保护的好奇心和决心，考进了青海湖裸
鲤救护中心下属的布哈河黑马河增殖实
验站，穿上白大褂，一头“扎”进鱼苗生产
车间。

在刚刚过去的6月中下旬湟鱼洄游
产卵季，因为干旱，部分河道断流，她和同
事们“经常半夜接到群众的求救电话就得
出去。一个水洼会滞留三四万尾湟鱼，要
抢救出来，放进主河道。还要人工采卵、
受精，忙得不可开交”。

崔恩慧口中的湟鱼，学名青海湖裸鲤，
被称为“圣湖精灵”，也是中国唯一的高寒
咸水鱼种和青海湖生态链中的旗舰物种。
由于地处高寒地区，湟鱼生长特别缓慢，自
然条件下，8~10年才能长到1斤。

在上世纪5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期
间，湟鱼成为青海湖周边百姓的主要食物，
被当地百姓称为“救命鱼”。然而，大规模
不受节制的捕捞，也导致湖内裸鲤资源量
急剧下降，濒临灭绝，甚至在2004年进入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被列为濒危物种，严
重威胁青海湖“鱼鸟共生”生态系统。

那些年，青海湖边的陈德辉明显感觉到
水鸟在减少。“裸鲤是水鸟的食物，缺少食
物，水鸟也就舍弃了青海湖这个天然栖息
地，缺少了水鸟的青海湖变得死气沉沉。”

因青海湖而灵动、被滋养的青海省，
显然意识到问题的严峻程度。自1982年
以来，青海先后6次封湖育鱼。近年来，
更是通过强化水域环境监测、对湟鱼进行

人工增殖放流、改善洄游通道等人为保护
措施，实现了对青海湖裸鲤资源增加贡献
率23%的成效。截至2021年年底，青海
湖裸鲤资源量已恢复到10.85万吨，达到
保护初期的42倍。

记者到访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沙
柳河镇湟鱼家园，正值夏末秋初，一场青
海湖裸鲤增殖放流暨观鱼放生节活动刚
刚结束，实验室技术人员辛苦一年培育而
成的几十万尾湟鱼苗已被放流至河道内。

于栈桥上放眼望去，人工改善后的阶
梯式洄游通道上空，无数只鱼鸥、棕颈鸥
盘旋、飞翔；通道内，一尾尾鱼苗则灵动地
躲过飞鸟的捕捉，奋力越过层层阶梯，试
图游入青海湖的宽广“怀抱”。

“生态修复当如此。”面对记者“鱼苗
会不会被鸟吃掉”的担忧，陈德辉回答，

“湖清海晏，鱼鸟共生，相互成全，才是青
海湖该有的自然生态法则。”

绿进沙退
坐标青海湖东北岸，海北藏族自治州

海晏县克图治沙点，显露出一派沙漠绿洲
的生机盎然。

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降水量不足
300mm、蒸发量高达1500mm以上的气
候条件，让这里的沙丘与草木成为一对

“敌进我退”、相互拉扯式的存在。
平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打破。

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自然及人为因素的
影响，海晏县克图沙区，每年以十几米的
速度向东北侵袭，大片草地退化、土地沙
化，原生植物逐年减少，河道甚至出现了
季节性断流，青海湖湖区水位明显下降。

“每年春冬季节，呼啸的寒风夹杂着黄
沙，打得人脸上生疼。”2002年从青海大学
林学专业毕业，来到海晏县草原站（林业
站）工作的第一年，还是小姑娘的石德荣就

“结结实实感受了一把飞沙的厉害”。
从80年代开始，中央统一部署，省、

州、县三级党委政府“换人不换目标，换届
不换蓝图”，累计投入2.1亿元，创新固沙
方法，调整树种结构，试验成功了“沙棘营
养土坨造林、乌柳截杆深栽造林、容器苗
造林”等一系列适合高寒沙区的先进实用
技术。“治沙实在是一项投入大、见效慢的
工作。”面容黝黑的石德荣无奈地笑笑。

担任治沙工程师的20年里，石德荣
至少一半的时间都“泡”在漫漫荒漠里。

即便每天包裹着最严实的防晒装备，依然
被高原超强的紫外线一次次灼伤了面庞、
被风浪无数次卷起的沙尘磨糙了皮肤。
一年、两年……五年、十年……石德荣始
终铭记刚刚到站时老师傅的一句话：“治
沙，一定要耐得住性子，忍得了寂寞，等十
年、二十年之后再回头看。”

而今，20年已过，治沙人不断创新技
术，带着适宜沙漠生长的青海云杉、樟子
松等，与沙尘展开一次次“拉锯战”。截至
目前，海晏县沙漠化土地总面积已经从
80年代初的 148.6 万亩，减少到现在的
99.3万亩。

绿进沙退。在石德荣等年轻一代治
沙工程师的探索努力下，新的防沙治沙理
念也逐渐取代传统沙漠治理观念。“从过
去的‘以治为主’转变为‘以防为主’，牢
固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命共同体
的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理念。”

自然修复为主，人工措施为辅。如
今，一条坚固的“绿色屏障”已雄踞于青海
湖北岸，遏制住沙漠化的扩大和蔓延，守
护着青海湖核心区的生态安全，保障青藏
铁路、315国道的安全运行。

石德荣和她的治沙同行们依然每天
行走在北岸沙地。用植物秸秆做成的草
方格和可降解尼龙沙障种下的柠条以及
乌柳延伸出的绿意，正慢慢“爬”满荒漠，
多年前种下的沙蒿和远处蔚蓝色的青海
湖交相辉映。

看着眼前的一切，几十年治沙防沙之
苦，仿佛已烟消云散。

生态富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几年，青海

湖畔的纯藏族牧业村——果洛藏贡麻村，用
脱贫、振兴的发展历程验证了这一论断。

见到索南才让时，这位有着古铜色皮
肤、精瘦、干练的51岁藏族汉子刚从自家
草场返回集中安置新村，停在院门外柏油
路旁的红色摩托车还冒着丝丝热气。

索南和妻子羊争杰热情地迎接记者进
屋。屋内陈设齐全、装修讲究，炉火上煮着
的奶茶香气扑鼻，客厅墙上，三张装裱精致
的照片格外醒目。2021年6月8日，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索南才让家中，屋里屋外仔
细察看，并同一家人围坐在客厅聊家常。

“我对总书记说，牧民生活好，全靠党
的政策好，衷心感谢党、衷心感谢总书

记。总书记说，老百姓衷心拥护中国共产
党，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为各民族谋幸福。”索南才让激
动地回忆，“总书记还说，更好的生活，我
们一起来推动、来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青海42个贫困县
陆续摘帽、1622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53.96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绝对贫困和
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了历史性解决。
2021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
时再次指出，“要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这两年，依托青海湖不断修复的自然
生态环境，脱贫后的果洛藏贡麻村村民，
彻底告别了“土房土路、土炕土豆”的生
活，踏实吃上了旅游饭，走上了致富路。

“致力于打造集民族手工业、观光畜
牧业、餐饮民宿为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
点，特色牦牛绒制品企业去年经营收入
200万元，带动村子及周边1000多户牧
民增收。”村党支部书记索南才夫旦兴奋
地介绍，2021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了21476元。

说起村集体经济，这位“90后”村支
书认为，“更是依靠大美青海湖带来的乡
村旅游发展机遇”：2015年后，村里建了
一个藏家生态园，县城有20间店铺，2020
年建设了27间藏式木屋……这几年，通
过对外草场租赁、商铺租赁、对外承包藏
家风情园等形式实现收益40万元。

如今，果洛藏贡麻村配套设施更新完
善，吸引了各地游客和企业的到来。“政策
越来越好，自己更得加把劲儿，将来的生
活甜着呢！”索南才让准备开家特色旅游
品商店。

立足实际、因地制宜、生态富民，今
年，青海在去年39个乡镇、225个村开展
试点基础上，再选取200个村开展试点建
设，探索具有青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让各族群众共享幸福生活。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筑
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青海省第十四次
党代会报告中的这句话，是使命担当，更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保理念的
智慧凝练。

行走在青海湖畔，山峦翠绿、湖晏海
清，青海湖裸鲤、普氏原羚等濒危动物种
群数量不断扩大——“国之大者”更加壮
阔，也更加具体。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高越
□ 曹璐 陈超

“作为法官，要于细微处让人民群众感受
到良法善治的司法温度，又要努力让每个案
件的办理高品质有意义。”这是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民事法官陈扬对法官工作的理解，
也是她对自我的要求。

从本科到硕士，陈扬一直学习法学专业，
现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四级高级法官。从事民事审判工作12年来，
她审结民事案件3000余件，其中既有受社会
关注的“大”案子，也有关系百姓生活的“小”
案子。因成绩突出，陈扬荣获首都劳动奖章、
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北京法院“为民榜样”
等多项荣誉。

不负信任，在司法实践中推
动进步

陈扬曾办理过一件医疗纠纷案，原告是
位70多岁的老太太，她的老伴儿因普通感冒
就医不幸离世。老人难以接受，认为鉴定周
期过长，一定是医院在恶意拖延诉讼。审理
中老人情绪激动，多次崩溃恸哭，庭审程序也
被迫数度中断。

面对僵局，陈扬挤出时间，与老人唠家
常，倾听老人的哀痛和思念，有时讲到动情

处，陈扬也忍不住陪着掉眼泪。老人渐渐缓
解了因变故带来的悲痛。陈扬由浅入深解释
法律规定，找来类似案例解答老人的疑虑，在
征得老人同意启动鉴定程序后，案件审理程
序得以顺利进行。

一天，老人来到法庭门口，看到陈扬正在
开庭，就远远地向陈扬深深鞠了一躬。看着
老人离去的背影，陈扬深受触动，“依法裁判
是我作为法官必须履行的义务，但仅仅止步
于现有的程序模式，我是否有愧于老人这一
鞠躬？”

于是，陈扬尝试着在法定程序中解决医
疗纠纷案件中鉴定周期长的问题。经过调查
总结她发现，一些病例材料提交不规范，反复

“拉抽屉”，是导致鉴定周期长的主要原因。
针对此问题，陈扬区分原告、医院、鉴定

机构三方主体不同的权利义务，制作“医疗案
件证据提交1+1+1”清单，对原告强化提示
告知，确保应交尽交、没有遗漏。对医院，陈
扬督促医院严格病历管理，从源头上防控病
历真实性争议。为了规范司法鉴定人的出庭
作证活动，陈扬向相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强
调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出庭接受质询，从而
增强了鉴定结论的认可度和接纳度。陈扬也
基本形成了一次庭审启动鉴定程序、当庭制
作鉴定委托函、及时移送鉴定检材的审理模
式，个案审理周期平均缩短2~3个月。

保障民生，积极引导当事人
理性调解

陈扬曾处理过这样一个案子，某儿童医
院将一栋大厦出租给贸易市场，现租期早已
届满，医院要求贸易市场腾退，并支付占用
费。但是涉案大厦紧邻北京CBD中央商务
区，商贸市场中有近千名商户，腾退势必会影
响他们的生意。合上案卷，陈扬决定趁着午
休去现场看一看。

医院空间狭小，虽然是中午，到处仍是带
着孩子的家长。孩子们不安的哭闹声、家长们
焦急的安抚声，还有“等候人数大于80，候诊时
间大于4小时”的叫号屏，让陈扬真切感受到，
收回出租房屋会一定程度上改善就医体验。

同样的焦灼也出现在涉案大厦中，不少
商铺挂着“清理腾退，跳楼甩卖”的醒目条幅，
很多商户都在苦恼如何另谋出路。

陈扬心想，“一判了之”必定引发后续诸多
问题。她跳出案件，从各方利益诉求出发，接
下来的几个月，和多方协调沟通。终于，双方
一致同意陈扬提出的方案：将便于吸引客流的
一至五层继续用于市场经营，为相对安静的六
至十一层安装直达电梯，交付给医院。

陈扬回想起那日中午看到的场景，写下了
这样的工作手记：“当事人的理解和互让也会让
法官充满力量。也许我无法解决所有的细节和

难题，但我会尽力帮助各方达成权益的衡平。”

冷静处理，在聚光灯下保证
公平严谨

她曾审理过一起演员离婚案。开庭前，
该演员不仅在网络上公布了自己的生活隐
私，还将开庭时间和诉求公之于众。

等到第一次庭前会议的那一天，做自媒
体直播的、为偶像声援呐喊的、驻足围观
的……将法院门口围得水泄不通。

陈扬保持着一向的冷静，提示双方，诉讼
看的是证据，不是热度。由于此案涉及的财
产线索十分繁杂，当事人诉讼请求多样，舆论
关注度高，陈扬仔细斟酌，决定适用民事诉讼
法中一条不常被引用的规定——先行判决！
通过分段审理，逐步降低该案的敏感度。

找到了突破口，陈扬果断对婚姻关系、子
女抚养和探望等问题进行先行判决。陈扬认
为，“法律是严谨的，庭审是严肃的。媒体及公
众的持续高度关注，当事人又拥有强大话语
权，那么就要对案件进行适度‘冷处理’。”通过
权衡利害、释法说理，避免舆论炒作升级，为案
件依法公正审理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

“扬风播撒、成根泥土，在人民的大地上，
发芽与开花。”在同事为她写的诗中，陈扬就
像一粒法治的“种子”，解万家之难，传递法治
与正义的光芒。

:做法治的“种子”，解万家之难

□ 孔一涵

“鼓励、支持消费者协会等法律规定的社会组织依法进行
社会监督，保护消费者在盲盒消费中的合法权益”“不得向8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销售盲盒”……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盲盒经营活动规范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规范指引涉及盲盒销售、质量、售后等多个方面，引
发业界广泛关注。

主打“不事先告知商品型号、款式”“高随机性”的盲盒，一经
问世便掀起热潮，不仅快速带动了中国潮流玩具行业发展，更将

“盲盒风”吹向美妆、文具、餐饮等多个领域。然而，在各个商品
领域追逐“盲盒风”的过程中，商家虚假宣传、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等问题也纷纷在监管盲区中冒了头。有些盲盒不公布“隐藏款”
的抽取概率，借由信息不对称诱导消费者过度消费；有些盲盒以
次充好，借由包装销售方式售卖临期过期产品；有些盲盒甚至在
售卖中设置空盒，性质接近网络赌博。这些侵害消费者权益、挤
压其他商家生存空间的不正当行为如今正在被一步步遏制。

此次市场监管总局公开发布《盲盒经营活动规范指引（试
行）（征求意见稿）》广泛征集意见，无疑将消灭“盲盒经济”这
一监管盲区。明确规定禁止销售活体动物、食品药品盲盒，禁
止向8岁以下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应将抽取规则、隐藏款抽取
概率等关键信息以显著方式公示，并保留结果抽取记录等规
定，不仅在监管层面为执法提供了依据，更为盲盒销售划定了
规则与红线。规范化“盲盒经济”不仅可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还将促进“盲盒经济”健康长足发展。

在市场经济活跃的今天，网络助推的一波波消费热潮纷
至沓来，抓住年轻人追求刺激心理的“盲盒经济”不会是最后
一个“风口”，而每一波新业态都必将暗藏着新的监管盲区。
这不仅要求有关部门对新业态反应敏捷、治理有效有度，更要
求消费者要有成熟的消费观念，量力而行理性消费，冷静面对
消费热潮。相信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以“盲盒经济”为代表
的一众新兴业态定能健康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夕阳下，水草丰美的青海湖畔。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法官陈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