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点评论

医疗科普短视频应正本清源
医疗科普短视频如今在各平台层出不穷，内容多以两性话

题、心脑血管疾病、食疗补身等为主。一些博主在获得大量关注
后，还会将流量变现，向用户售卖药品和医疗服务。据调查，这
些医疗科普短视频博主大多数都有资质认证，但也存在不少“浑
水摸鱼”的博主。

医疗健康科普是提高公众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的
重要渠道，要防范科普伪装的医疗消费陷阱，让科普真
正回归科普，需要网络平台尽好管理责任、加强自媒体
管理，对入驻商家、自媒体账号要加强信息审核，严防医
疗科普短视频等乱象。相关管理部门则要加强相应的
监管力度，比如对于卖药、冒充医学专家带货、发布违法
违规医疗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
法成本，还要督促网络平台履职。广大网友也要提高防
范意识、维权意识，通过正规渠道寻医治病，切勿“乱投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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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干燥剂成为缺斤短两的“背锅侠”
近日，黑龙江的颜女士（化名）发布视频称：“在网上买的瓜

子，说是一袋500克，到手一袋472克。最气人的是，里面有一
个铁一般的干燥剂，这个干燥剂167克。”

“前台实名制”让“大V”卸下“马甲”
10月31日傍晚，多家自媒体平台宣布，将分批次、分阶段

引导“粉丝”量50万以上的“自媒体”账号对外展示实名信息，账
号注册主体为个人类型的将显示注册人真实姓名，机构类账号
显示企业、机构名称，相关实名信息可在账号资料页进行查看。
多家平台均声明，仅允许向在平台已完成认证的账号提供查看
他人账号实名信息的权限。

在自媒体时代，部分“大V”借着粉丝数量多的强势
地位造谣滋事，成为“谣言推手”乃至“网暴凶手”。倘若
不对其进行监督和有力的打击，只会污染网络环境和社
会风气。此次“前台实名制”的实施，加大了对“大V”的
管理力度，有利于较大程度刹住“从暗处开枪”讨论热点
公共事件并且带节奏的歪风邪气，促进网络信息文明规
范，维护网络公共空间，让“大V”们在享受红利的同时卸
下“马甲”，承担起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这不仅是对自身
道德的规范和坚守，更是为社会进步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食品干燥剂本身对食品质量起到有效保障作用，其
含量在食品总量所占比例有明确规定。根据国家标准，
500克食品允许放5克到10克重的干燥剂，而报道中的干
燥剂分量与国际标准规定的最大值相差近17倍，是赤裸
裸的消费欺诈销售行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切身利
益。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对类似现象进行严厉查处，让无
良商家付出应有代价，从而倒逼其遵纪守法、诚信经营，
还消费者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

天天 点观观

用真挚感情服务群众用真挚感情服务群众 用创新理念建设乡村用创新理念建设乡村
女报记者对话江苏盱眙芦沟社区党总支书记徐玲、江西峡江南下村党支部副书记石玉莲

□ 宋利彩

近期，多地家长通过各种渠道反映中小学生课间10分钟活
动受到限制，比如“都待在教室”或“限制在教室门口活动”“连楼
道都不可以去”。据媒体报道，山西某地还有一名教师发视频吐
槽“课间圈养”现象，称七成学生课间不出教室，即使是20分钟的
大课间。

根据各地相关部门的回应，中小学生课间活动之所以受到限
制，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许多学校和老师担心课间活动存在安
全隐患，为了方便管理并规避风险，一些中小学便对课间10分钟
的学生活动行为进行具体约束。

学校和老师的担心可以理解。毕竟，孩子的安全牵动着千家
万户敏感的神经。一些发生在校园里的小概率安全事故，很容易
通过互联网的放大效应引发广泛关注，从而对有关学校和老师的
正常工作、生活造成困扰。

但是，这并不代表一些学校和老师对中小学生的课间活动进
行约束和限制就是可取的。

2021年9月1日正式施行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要求，
学校不得设置侵犯学生人身自由的管理措施，不得对学生在课间
及其他非教学时间的正当交流、游戏、出教室等言行自由设置不
必要的约束。2021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
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甚至专门强调，每节课应该安排学生走
出教室，适量活动和放松。

课间10分钟的休息和自由活动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教育“共
识”，对于绝大多数经历过校园生活的人，课间10分钟都有着美
好的记忆。10分钟的自由活动和跑跑跳跳，不仅可以活动筋骨、
调整身心，也为集中精力上好下一节课做准备。并且，课间10分
钟为师生和学生们之间的社交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可以说，课间
10分钟让中小学生自主活动好处多多。相反地，限制孩子们的课
间活动等于在遏制孩子们的天性。

因此，因为担心孩子们出现安全问题就一刀切地限制课间活
动，既有违相关政策规定，也违反教育的初衷，孩子们不可能在一
个处处受限的环境里身心健康地成长。限制孩子们的课间活动
自由，表面上是为了孩子安全，其实是限制了孩子们的“自由生
长”。

为了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应该让课间10分钟回归“自然”，
让孩子们自主活动。与此同时，学校应该按照教育部门的有关规
定，做好校园安全工作所需的人、财、物的准备，制定有关应急预
案。此外，学校还可以通过设置安全员、购买学生人身安全保险
等方式保障学生安全，通过诸如此类的技术手段和融入日常的安
全教育，帮助学生屏蔽大多数风险，而不是把孩子们关在各种条
条框框里。

中国故事 主角女女

在乡村振兴一线，活跃着许多基层干部，他们不辞辛苦、辛勤付出，带
领群众发展，奔向美好生活，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基层干部的务实担当和时
代精神。

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邀请了两位来自基层的中国妇女十三大
代表做客中国妇女报社，她们分别是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黄花塘镇芦沟社
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徐玲和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金坪民族乡南下村
党支部副书记、妇联主席石玉莲，听她们讲述在乡村振兴一线巾帼建功的
故事。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程浏可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
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这将是新冠
疫情后进博会首次全面恢复线下办展。
目前，已有超过3400家参展商和39.4万
名专业观众注册报名，全面恢复到疫情
前水平。

按照第六届进博会党群服务保障组
的工作部署，号召广大妇女服务进博、支
持进博、奉献进博……中国妇女报全媒
体记者了解到，在认真总结前五届进博
会服务保障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强化“越
办越好”的使命担当，上海市妇联积极动
员各行业女性班组，在青浦、闵行、长宁、
嘉定等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领域开展进
博巾帼服务岗“亮标识、强服务”活动。
截至目前，在进博会核心区及辐射区已
有近 300 个女性班组在工作场所亮出

“进博巾帼服务岗”标识。
从第一届进博会至今，上海各区妇

联积极动员核心区域妇联、妇联执委、巾
帼班组等妇联组织向辖区内各行业女性
群体发出倡议，共同参与服务进博项目，
以巾帼志愿的热情展现新担当、实现新
作为。

闵行区妇联引领各行各业女性岗组
在服务进博过程中亮身份、亮承诺、亮行
动，组织动员全区的企业、楼宇、机关单
位等支持进博、服务进博、建功进博，推
选出全区18个女性团队作为进博巾帼服
务岗，为参与进博的服务展商提供咨询、
引导服务，争当五彩先锋志愿者等。嘉
定区目前已有近50家女性团队被纳入进
博巾帼服务岗，分布在公司企业服务部、
巾帼招商团队、社区事务受理中心、酒
店、街镇地铁站、医院门急诊护理部等岗
组，她们以电子屏、马甲、工作制服等形
式亮出标识，为进博会提供商务洽谈、进
博宣传、志愿服务、安全保障、医疗关爱、
酒店接待等服务。长宁区妇联特别聚焦
承担服务、保障进博会任务的重点单位
重点岗位，在区商务委、公安、卫健委等
地点设立进博服务岗。此外，通过排摸
第六届进博会意向采购商，邀请企业参
加第六届进博会供需对接会。

随着第六届进博会临近，青浦、徐
汇、松江等区妇联积极组织开展多项活
动，为进博会增分、增色、增彩。

10 月 17 日，徐汇区妇联组织举办

“superwomen 秀”2023 年上海市巾帼
文明岗徐汇展示交流暨巾帼建功迎进博
风采展示活动。活动中，市巾帼文明岗
负责人代表、徐汇区党群服务中心主任
夏瑞，率领部分创建班组向广大巾帼班

组发出巾帼建功迎进博倡议，号召大家
争先创优、实干创新，展示职业女性风
采，传递时代精神。徐汇区虹梅街道辖
区企业“闪送”成立“女闪巾帼服务团”，
以高质量的服务助力进博会，以强烈的
担当与责任感服务进博。

不久前，青浦区妇联在全区开展“百
岗联手亮风采”主题活动，举办“国家战
略勇担当 巾帼建功绽芳华”长三角巾帼
主题活动，邀请岗组成员宣讲服务国家
战略故事，营造比学赶超、争创一流的工
作氛围。在国家会展中心核心地区及周
边区域积极开展“亮标识、强服务”行动，
设置了55个进博巾帼服务岗，在综合服
务、安全保卫、医疗卫生、交通保障、窗口
服务、城市运行、志愿者服务、市场监管
服务、法律服务保障、党群服务等重点领
域立足岗位、建功立业，为服务保障进博
会汇聚合力，发挥积极作用。

松江区妇联结合市、区两级巾帼文
明岗选树活动，面向全区125个先进岗
组，开展进博巾帼服务岗“亮标识、强服
务”活动。特别聚焦区经济委员会、区科

创发展办等重点部门，发动松江区科创
发展办公室、松江区经济工作委员会外
经外贸科、松江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等
进博巾帼服务岗参与活动，邀请、指导松
江分团专业观众注册报名。

此外，市国资委系统结合市巾帼文
明岗选树活动，面向系统企业开展进博
巾帼服务岗“亮标识、强服务”活动。久
事集团、上海城投集团、上海联交所、联
和投资、东方国际、上海银行等企业集
团，通过设置台卡等方式“亮标识”。上
海城投集团通过上海中心大厦商务运营
有限公司招商部礼宾接待客服岗为访客
提供进博会咨询服务；上海银行全力做
好银行网点运营服务保障，从金融服务
业的窗口展示上海城市形象。

据了解，本次进博巾帼服务岗“亮标
识、强服务”活动，旨在凝聚更多女性班
组以敢于担当的责任感、奋发有为的精
神状态、精湛娴熟的专业技能、热情周到
的服务举措，共赴进博之约，高质量做好
保障工作，助力第六届进博会成功、精
彩、富有成效。

上海近300个女性班组亮出“进博巾帼服务岗”标识

凝聚凝聚““她力量她力量””，，为进博会增分增色增彩为进博会增分增色增彩

记者：徐玲代表，您之前是辽宁舰的女
舵手，也是中国首位航母女舵手，您曾说，
乡村振兴，一个村居就是一艘舰，在乡村振
兴实施的过程中，您是如何握准舵的方向
的？

徐玲：村书记在我的心目中更像是一
个村的灵魂，也是这个村的决策者，怎么让
这个村发展得更好，我们要向更多优秀的
村去学习好的做法和政策，要真正做到民
有所呼、我有所应，把工作做到实处去，解
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助推我们整
个村向前发展。

记者：说到掌舵，我听说石玉莲代表可
以操纵无人机，一个人管1000多亩田地，还
成为县里第一名无人机女飞手，您可以给
我们讲讲其中的故事吗？

石玉莲：这10年，我见证了农业机械从
田里跑到天上飞，我们的农业作业用无人
机喷洒农药，非常高效，1秒钟飞行8米，1
分钟就能喷洒一亩农田，一个人操纵一架
无人机就可以管1000多亩田，而且非常均
匀，不会漏喷，完全智能化，操作非常便利，
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农药喷洒的位置。

记者：在科技兴农的过程中，您遇到过
哪些困难和挑战？

石玉莲：种植水稻要面朝黄土背朝天，
非常辛苦，我们天天都在想怎样才能让水稻
种植轻松一些。有一次，我听一位江西农业
大学的老师讲他们的一项新技术——直播
种植，就是把种子直接播撒到田里，不需要
育秧、插秧，我就特别的心动，回来后就开始
在自己的田里做实验。但是种下去之后，种
子长得有点慢，别人家的田里已经秧苗绿满

了，我们家的田里还是光秃秃的一块，所以
压力是巨大的。但是慢慢地就不一样了，我
家田里的秧苗长得特别好。就这样持续种
了三年，不仅产量好还轻松，乡亲们发现这
是个好方法，把种子直接撒在田里，到时候
秧苗就长出来了，省了很多功夫，所以村民
们就跟我一起种植了。

记者：您刚才讲到了水稻直播技术，这
项技术是在哪里学到的？可以给我们讲讲
当时的那段经历吗？

石玉莲：这要感谢江西省的“一村一名
大学生工程”，让我能够到江西农业大学去
学习。在江西农业大学，除了上“一村一名
大学生工程”的这些课程，还有机会学到大
学里面其他的一些研究生课程、农技员的
培训课程，还有机会到实践基地去，有时间
到图书馆，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图书。通过
向老师同学们学习，我知道光凭着敢闯敢
干的精神是不够的，还得学会成本核算、经
济核算、风险核算，还要寻找适合我们当地
种植的东西。

记者：徐玲代表，我听说您也一直在学
习，您为了把村里的特色产品销售出去，特
意向咱们带货主播学习，可以给我们简单
讲讲吗？

徐玲：去年疫情期间，我刚到社区工作
没多久，发现有许多农产品滞销，我是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后来接触到网络直播这个
新兴产业，我们就引入了一个网红主播，向
她请教怎么去做直播，还把她请到我们社
区里来，跟我们共同推广销售农产品，让我
们这里比较有名的特色农产品，插上互联
网的翅膀销往大江南北。我们有一些热心

的爷爷奶奶也参加了直播培训班。第一期
培训班有32名学员，年龄最小的66岁，最
大的82岁。培训结束后，学得好的爷爷奶
奶们，我们就会帮他开通网络直播，每天告
诉他要卖哪些产品，他不用说普通话，说自
己的家乡话就行。而学得慢的爷爷奶奶，
我们就让其他主播在前面卖货，爷爷奶奶
他们在后面举牌子，我们会根据每一场的
时间给他们付工费，共同来助推我们的乡
村农产品销售。去年一整年，我们的农产
品销售额有500多万元。到今年10月中旬
的时候，我们已经销售400多万元了，在年
底突破500万元大关应该没什么问题。

记者：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全面推进，
农村有了广阔的发展舞台。我想问一下两
位，你们觉得在乡村振兴中作为一名基层
干部需要拥有哪些技能？

徐玲：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应该是用心
用情，用真挚的感情去服务群众。我们村
的老百姓经常说我特别接地气，我说我这
个接地气应该是很正常的。他说不是，你
是属于脸着地地去贴地气，我说怪不得我
的脸比较大。所以说，只要用心用情地去
跟村民相处，村民也愿意跟我沟通交流，
这样才能把乡村振兴的步伐共同往前推
进。

石玉莲：我觉得作为村里的副书记，除
了管好村里面日常的一些工作，给大家服

务好，还要不断地学习掌握种植技术，去种
植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农产品，提高经济
效益，同时也能够吸纳大家。我们村有一
些脱贫家庭的妇女，她们不太合适去创业，
但可以在我的基地里面灵活务工，这样既
能照顾孩子，还能赚取一份收入补贴家
用。能够带领村民发展特色产业，在家门
口实现就业增收，我认为这是一个村里的
副书记和妇联主席应该具备的能力。

记者：未来5年，在增加村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上，咱们将会有哪些实实在
在的民生举措？

石玉莲：我觉得除了把我们村民的心
声上传下达，把大家组织在一起，让大家更
加和谐团结，像一个家庭一样。还有就是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发展我们的特色产
业。我这一次作为代表参会，认识到一些
女企业家，我想把她们请到我们的村子里
面来看看，探讨怎么样进行结对，实现更好
的发展。

徐玲：我也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姐妹们，
也跟她们探讨和学习。在以后的工作中，
我也会借助相关的资源帮助我们社区发
展，下一步我们社区也要创立一个自己的
品牌，走出一条符合我们社区的乡村振兴
之路。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裘安
张凌漪 采访整理）

让课间十分钟回归“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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