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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密线上线下监管网络守护“舌尖”安全

天津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11月29日审议通过
了《天津市食品安全条例》。针对网上销售食品安全问题，条例
提出，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
者食品小作坊许可、小餐饮许可。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具
有实体经营门店，并按照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经营项目从事
经营活动，不得超范围经营，并列举了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经
营活动中应当遵守的食品安全规范要求。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
达5.35亿人，如此庞大的群体也表明网络餐饮消费逐渐
成为消费主流。与此同时，如何保障网上的食品安全成
为多方关注焦点，基于此，天津通过地方立法，监管网络
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显然具有示范意义。在立法的基
础上，还须建立网络餐饮经营行为的准入和监管机制，
从准入源头环节引导经营者自律，建立健全处罚制度，
全面降低外卖食品安全风险。

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城市病”。在推
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城市体
检”是支撑未来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精细化管理的有效手
段。当然也应该看到，每个城市的情况各不相同，很难有一
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标体系。这提醒各地的体检评判
标准既不能要求过高也不能要求过低。只有因地制宜、求
真务实、科学开展，不断调整完善指标体系，才能真正发现
病灶、诊断病因、开出药方，从而实现系统治理“城市病”。

新闻新闻壹段壹段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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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国标”为直播营销“校正”前行方向
11月27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式发布国际标准《直

播营销服务指南》（ISO/IWA 41:2023），这是全球首个直播营
销国际标准。该标准由中国贸促会组织全球工商界以及亚洲营
销联盟、亚洲中小企业理事会等机构历时两年共同研制完成，内
容包括直播营销范围、总体原则、服务流程、运营管理、审查与评
估等8个部分。

近年来，随着直播行业迅猛发展，直播带货乱象频
发。此次直播营销国际标准的出台，对直播营销服务进行
了规范，对直播从业者提出了具体要求。要让“国标”落到
实处，需要监管部门严格执行，加强对直播营销服务的监
管力度，加大对直播带货乱象的打击力度，还要督促直播
带货平台履行好自身职责。直播平台也要认识到，规范直
播营销服务，整治直播带货乱象，不仅是在保护消费者权
益，也有利于平台长远发展、健康发展。

“城市体检”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消息，自2024年开始，我国将在地级
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找出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和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短板，推动系统治理“城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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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 点观观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亚菲

战地记者是了不起的，是我们记者
中令人肃然起敬的一群人。这一次从陈
慧慧身上，让我对战地记者的了解更加
立体，尤其是她对于新闻工作的投入和
忘我，令人钦佩。

在这30天里，陈慧慧亲身经历了冲
突的惨烈，捕捉了无数感人至深的瞬间，
她的报道使距离战争遥远的人们，也能深
刻地认识到，这场冲突的严峻和复杂，从
陈慧慧的报道中，更能深刻感受到她作为
一名战地记者对和平的呼唤。

在这次采访的最后，陈慧慧告诉我，
她想将这4年多驻中东的经历见闻好好
记录下来，汇集成书，与更多的人分享幕
后故事，我期待能早日看到这本书的全
貌。当然，通过这次采访，我又何尝不是
跟随着她的讲述进入了一次战场？采访
结束后，看着窗外的岁月静好，越发感慨
国泰民安的来之不易，更祝愿世界永远
和平。

记者手记

新闻 1°深深

□ 龙敏飞

为进一步便利社区居民生活，商务部组织开展的“2023全
国一刻钟便民生活节”正在火热进行中。据了解，生活节期间组
织的系列便民服务主题活动“圈”出城市幸福体验，各地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的创建，正让老百姓日常生活愈发高效便捷。

有研究显示，城市居民50%以上的日常消费支出，都集中在
生活区1公里的范围内，也就是步行15分钟的距离。源于此，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概念应运而生。今年7月，商务部等13部门
研究制定的《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2023—2025）》对这一理念进行了阐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
指在居民“家门口”——也就是步行5~10分钟范围内，优先配齐
购物、餐饮、家政、快递、维修等基本保障类业态，引进智能零售
终端，让消费更便捷。

由此可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与期待。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两端，一端是社区居民，另
一端则是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如何平衡好两端之间的关
系，如何让两端更加舒适、完美地匹配，是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的重要内容。可以说，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保障和改善民生、
恢复和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也是连通经济社会微循环的“毛细
血管”，其价值与意义不言而喻。

眼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试点与建设工作正如火如荼地
进行着，社区居民也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利好，这是可喜的进
步。但是，这距离公众的期待、距离发展的成熟，还有提升空
间。因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仅涉及衣食住行用等方方面面，
还涉及教育、医疗、娱乐、健身、养老、政务服务等配套设施，是一
项浩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也是一门技术活、专业活、精细活，需要各相关方都付出积极的
行动与努力。

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原
则。在生活圈里面缺什么、需要什么、要弥补什么短板等等，生
活在其中的人最有话语权。因此，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打造的
过程中，应该充分征求他们的意见建议，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获
得第一手的资料，并尽可能融入后续的政策完善中，不断给居民
带来更完善的生活业态、更多元的消费场景，让居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千家万户的事，加快建设不仅要解决
“有没有”的问题，更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并努力把“问需于
民”的“需求清单”化为居民的“满意清单”，才能真正把其打造成

“幸福圈”。

打造一刻钟生活圈要坚持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亚菲

11月8日记者节这天，是陈慧慧近一
个月以来睡的第一个安心觉。重返正常的
工作和生活轨迹，她依然觉得不太真实。

一个月前，巴以爆发新一轮大规模冲
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土耳其安卡拉记
者陈慧慧，被临时抽调到巴以冲突前线进行
新闻报道。作为总台第一梯队抵达战区的
增援记者，从在前线发回第一篇报道，到11
月5日轮替回撤，她在战地坚守了整整30
天。近日，陈慧慧接受了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专访，讲述她在战火中亲历的点滴。

10秒钟又能躲多远？
硝烟弥漫，是陈慧慧每天所处的工作

环境。
当地时间10月8日，陈慧慧与摄像记

者姚书博乘飞机落地以色列首都特拉维
夫，出廊桥后第一眼看到的是醒目的逃生
路线。

“当时特拉维夫机场滞留了非常多的
游客，大家都迫切想要离开以色列，像我们
这样逆行的人不多。我还记得飞机安全降
落那一刻，很多人自发鼓掌。”陈慧慧说，那
个时候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局势已经非常
紧张，而机场也往往是打击目标之一。包
括后来入住酒店，前台工作人员在办理完
正常的入住手续后，详细地向她交代，离得
最近的避弹所在哪儿，如何快速进入等
等。这些都在提醒陈慧慧，“准备面对真实
的战场”。

抵达以色列后的第一天，陈慧慧和姚
书博就从特拉维夫赶往耶路撒冷，高速路
上途经加油站时，突然响起了刺耳的防空
警报。

“那是我第一次经历空袭，因为不熟
悉，最初的一两秒我甚至没反应过来。”陈慧
慧说，那时她是被人群裹挟着往临时避弹
所走，警报拉响后，周围居民、加油站工作人
员瞬间都高声叫嚷着跑向避弹所，她和姚
书博也被人群冲散。

短暂的慌乱过后，陈慧慧看到了人群
中高高举起相机记录现场的姚书博，面对
镜头，她开始报道，但语速不由自主地加快，
话语也有些重复。“我当时确实非常害怕，进
入避弹所不到一分钟，就听到离我们很近
的地方连续传来爆炸声，地面都在震动。”

镜头里的陈慧慧，在爆炸声响起的时
候，本能地用手护住头部。“当时在镜头里的
我，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正常反
应。”陈慧慧说。

随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陈慧慧和姚书
博都在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边界进行采
访。那段时间不停地会目击火箭弹呼啸而
过，“铁穹”系统发射拦截发出巨响等等，这
些曾经只会在战争片中出现的画面和声
音，都给陈慧慧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有些地方因为离加沙地带非常近，听
到防空警报拉响后，往往只有10秒或者15
秒钟的躲避时间。“10秒钟你又能躲多远？”

在前线报道第一周，陈慧慧佩戴的智
能手表监测数据显示：您本周的平均心率
比上周要高出很多。

随着去的边界地区越来越多，陈慧慧
开始熟悉这些声音。

“后来听到剧烈炮击声或爆炸声，就不
会像一开始那样慌乱。”陈慧慧说，因为她已
经慢慢学会通过声音辨别炮击来自加沙地
带还是以色列向加沙地带发射炮弹。“冷静
判断后，一般情况下我都会继续报道，告诉
观众，这可能是什么声音，为什么会在这里
听到这样的炮击声。”

装备几十斤，肩膀磨出了血
“拍完赶紧走！”
在30天中，这是陈慧慧跟搭档最常说

的话。行色匆匆，是他们在巴以冲突报道
中的“正常”节奏。

“大家看到我们在镜头前挺从容淡定，
实际上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陈
慧慧揭开了镜头后的真实情况，“很多出镜
报道，我的语速都非常快，因为大部分现场
稍纵即逝，比如战机飞过、装载着武器弹药
的军车驶过等，这些现场必须马上记录。”

“我和姚书博是第一次合作，在磨合的
过程中刚开始他还想着用专业的摄像机来
拍摄更清晰的画面，但后来基本改用相机
或是手机，因为有些现场根本没留给专业
摄像机开机调试的时间。相机和手机也更
便捷，可以快速捕捉到珍贵的现场，节省我
现场出镜报道的录制时间。”陈慧慧说。

白天处在高压的紧张和焦虑当中，晚
上自然休息不好。陈慧慧每天凌晨一两点
入睡，5点多就会醒来，然后继续准备报
道。而每一天的报道工作，是从穿戴防弹
衣和头盔开始。

这些防护设备少说二三十斤，穿在陈
慧慧身上对她体力的消耗极大。“我说自己
穿戴不上，可能一般人无法理解。但真的
太重了，我一个人没办法穿，每一次都是摄
像搭档帮我穿好，然后他再穿自己的。”陈慧
慧说。

一次，陈慧慧和搭档获准进入一个与
加沙地带非常近的定居点，那里曾经发生
过非常激烈的地面战斗。

“那是我们第一次申请去这样的区域，
也是我穿戴防弹衣、头盔最久的一次。按
照以方规定，媒体进入这样的区域，需要签
署‘生死契’，也就是说，万一遭遇不测或受
伤，责任自负。”

“那天我们报道的片子里，从头到尾都
有各种激烈的背景声，不知道落在了哪里
的火箭弹爆炸的声音，战机从头顶掠过的
轰鸣声，此起彼伏的枪炮声……手机里防
空预警软件也在响个不停。”陈慧慧说。

天气炎热，负重沉甸甸的护具和设备，
还要不断行走奔跑。那次陈慧慧从采访到
撤离至安全地带，大概经历了八九个小时，
度过了漫长而艰辛的一天。由于穿戴时间
过长，她和同事的肩膀磨出了血。“好几次都
想脱掉，但是不敢。后来我就两只手托着
防弹衣，给肩膀减减重。”

负重前行不断地消耗着记者的体力，
在冒着生命危险的战区采访，没吃没喝已
是常态，陈慧慧肉眼可见的瘦了。

在边界采访的日子里，她也经常能遇
到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同行，有一次
大家一起在一个边界定居点采访，因为危
险，能够停留的时间有限，彼此根本顾不上
交流。采访结束后，陈慧慧和姚书博又累
又渴，这时看到两名印度记者从包里拿出
一小包饼干。

“当时我们不自觉地盯着他们看，结果
人家一看我们这眼神儿，立刻就递过来要
跟我们分享。”

还有一位外国女记者也让陈慧慧记忆
深刻。

距离加沙地带北部不到一公里的代斯
罗特小山坡，是媒体记者唯一能够肉眼观
察加沙地带北部战事进行的地方，在以色
列宣布加大对加沙地带地面军事行动后，
大批媒体聚集在此地拍摄。

“我们当时也想要在某个位置进行出
镜报道，但已经被占满了。”正在为难时，陈
慧慧看到一位女记者似乎处于等待连线状
态，“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问对方能不能让
我先拍，没想到对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还
安慰我说，她时间还够，不用太着急。”

“在战地，大家彼此理解。如果换作是
我，我一样会给对方行个方便。”陈慧慧说。

20公里、15公里、10公里、
1公里、840米……

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后，以色
列关闭了所有进入加沙地带的口岸。

“除了当地媒体外，包括我们在内的国
际媒体都没有办法进入。”在这种情况下，陈
慧慧和搭档每天都在想方设法向核心地区
靠近一点、再近一点。在这30天中，他们的
报道从距离加沙地带20公里、15公里、10
公里、1公里、840米……一步步靠近。“我们
去了至少13个靠近加沙地带的村庄和城
镇，在不同的地方、从不同角度拍摄记录。”

战地报道的另一个难度在于，想要获
得的信息很多都跟军事行动有关，陈慧慧
告诉记者：“军方对外公开的信息十分有限，
如何找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特别考验前
方记者的能力。”

随着紧张局势的不断加剧，以色列在短
短几天之内就动员了36万预备役人员。他
们会在哪里驻扎？可能的地面军事行动何
时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资料、分析研
判，陈慧慧和姚书博成功找到距离加沙地带
北部最近的一个以色列边界军事集结点。

当成排成排的坦克、装甲车密密麻麻
出现在眼前时，陈慧慧的第一反应是如何
快速组织语言，将现场信息更生动全面地
介绍给观众。

“幸好提前做了一些案头工作，对以色
列海陆空不同军种特点有一定了解，有助
于在现场观察到更多细节。比如我介绍了
以色列‘梅卡瓦’系列主战坦克的特点；加上

‘顶篷’后可以防御无人机袭击；集结这么多
装甲推土机是在为地面军事行动做准备
等。”

陈慧慧说，记者是观众的眼睛，这个眼
睛要善于捕捉细节，在有限的时间里，传递
出更多、更接近现场的信息。

“虽然在现场的这些军事介绍相对粗
浅，却可以第一时间让观众对战争有直观
感受。”她说。

在以色列靠近加沙的边界，陈慧慧经
常看到人去楼空的“空城”。“一看就是突然
撤离的。有的院子里还晾着衣服，但人已
经走了。很多地方的居民都是在24小时内
撤离的。”她痛心地说。

而在加沙地带，特别是北部地区，由于
持续遭遇空袭，城市满目疮痍。陈慧慧回
忆：“我们在斯代罗特小山坡上连续拍摄报
道了多日，镜头里满是断壁残垣。与此同
时，加沙平民伤亡人数在快速攀升。”

“好好吃顿饭，安心睡个觉，上班途中
不用担心防空警报拉响，这些在我们看来

理所当然的日常，在战乱地区却很奢侈。”陈
慧慧凝重地说，她曾经在斯代罗特拍到一
只小猫躲在防空洞内，战乱地区连动物都
知道这里可能是暂时安全的。

抵达现场，就是记者的使命
谈到为什么要主动请缨参与战地报

道，陈慧慧给出的理由简单明了。
“我所驻的土耳其离以色列很近，往返

航班也多，相对来说有条件第一时间赶赴
现场。更重要的是，我有一定的战地报道
经验，作为老记者，我责无旁贷。”陈慧慧说，

“抵达现场，是记者的使命。”
事实上，这不是陈慧慧第一次参与战

地报道。
2019年，才刚刚驻外3个月的她，就在

土叙边境报道了土耳其跨境军事打击行
动。那个时候，他们的报道地点离炮声阵
阵的战地，不到两公里。

在4年多的驻外生涯中，她曾独家采访
了三次偷渡均未成功的叙利亚难民家庭，
并登上偷渡船，亲身体验偷渡船只的简陋
和危险；俄乌冲突爆发后，她在土耳其现场
报道俄乌外长在冲突爆发后的首次会晤；
今年年初土耳其地震，她在震后一小时内
赶赴灾区，在强风暴雪中和团队一路挺进
一路报道……

“其实在中东，很多记者都有战地报道
经验。”陈慧慧说，驻中东各国的同事，很多
都有着丰富的战地报道经验，“比如也门内
战、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叙利亚战乱等等，
我的很多同事都冲在前线，在纷飞的战火
中发回大量现场报道。”

现在，陈慧慧已经结束第一阶段的增
援报道任务，返回安卡拉驻地，恢复了正常
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在这次的巴以冲突报
道中，留给她很多毕生难忘的记忆。

“连续几天上了热搜，说实话，还是有
些意外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在前线持续
报道了20多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关注到
我。”陈慧慧说，“后来看到很多网友留言，都
在为我们担心，也对我们在战火连天的前
线报道表达敬佩，对此我非常感谢，也感到
很温暖。”

一些人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说陈慧慧
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激励。有的人说，自己
也曾经很想当一名战地记者；还有高中生
看了陈慧慧的报道，觉得找到了未来的奋
斗目标。“如果能够对大家起到一个正面的
激励和示范作用，我还是挺高兴的。”

在陈慧慧看来，“这些年媒体的传播方
式和平台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要求从业者
与时俱进。但抵达现场告诉大家发生了什
么，永远都有价值、有意义。”

下一步，陈慧慧说她想好好沉淀一下，
总结这段时间的战地报道。如果有机会，可
以将这4年多驻中东的经历见闻好好记录
下来，汇集成书，与更多人分享幕后的故事。

而“愿冲突早日结束，愿世界和平”是
陈慧慧现在最大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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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3年年1010月月2424日日，，陈慧慧和同事再陈慧慧和同事再
次前往距离加沙地带不到次前往距离加沙地带不到11公里的斯代公里的斯代
罗特罗特，，许多国际媒体在这里以加沙地带北许多国际媒体在这里以加沙地带北
部为背景进行直播报道部为背景进行直播报道。。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20232023年年1010月月88日日，，陈陈
慧慧前往加沙边界途中遭慧慧前往加沙边界途中遭
遇火箭弹袭击遇火箭弹袭击，，与当地民与当地民
众一起躲避在避弹所众一起躲避在避弹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