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抗震救灾中的青海巾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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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规范个人求助网络平台值得期待

关于修改慈善法的决定草案12月25日提请十四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草案进一步建立健全个人求
助网络服务平台监管制度，促使其规范有序发展。个人求助
网络服务平台在帮助大病患者筹集医疗费用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但实践中也存在一些乱象，影响了平台公信力甚
至慈善事业发展。

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本是帮助重病患者筹集
医疗费用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有部分求助者隐瞒个
人财产，相关平台的权利和义务不明晰，甚至通过伪
造病历、刻意“包装”病情“卖惨”吸引眼球等乱象也
时有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以法律的形式对个人求
助和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作出更明确的规范，有
助于压缩弄虚作假的空间，遏制平台过度商业化倾
向，让平台在规范运行中呵护好社会的善心善行，造
福更多的求助者。

校服是否外穿还需多些人性化考量

每年寒冷天气到来，学生能否不穿校服，或者校服是否
可以不用外穿，都会在网上引起一波讨论。最近，“穿上校服
变法式小面包”成了网络上的热门话题。有学生发布视频表
示，学校要求必须把校服穿在外套外面，学生们纷纷肿成“米
其林轮胎人”，胳膊更是像企鹅一样放不下去……

统一穿着校服是为了让学生们能够展现整齐划
一的精神风貌。但如果学校不顾天寒地冻，为了所谓
的“面子”，坚持让学生们用校服包裹厚厚的外套，把
其变成一个个臃肿不堪的“轮胎人”，实在是不应该。
学校应从客观实际和学生的角度出发，灵活调整校服
的穿着方式，这不仅能够体现学校的人性化关怀，也
能更好地平衡学校的形象和学生们的穿衣舒适度。
因此，面对此类问题，学校应转变思维，多些人性化考
量，采取更有弹性的管理方式，让孩子们不用在寒冷
的冬天还得遭受穿衣的困扰。

是时候给零食“公摊面积”“瘦身”了
零食也有“公摊面积”，而且“公摊”越来越大了。据媒体

报道，购买零食的时候，看似三等份的饼干，打开盒子发现中
间凹进去一块；一片分装海苔里垫有大包干燥剂；箱装牛奶仅
有5小盒，剩余两倍空间用纸板填充；种种方式只为了让商品
显得更“有料”，而这也被网友调侃是零食“公摊面积”。

零食“公摊面积”越来越大，变相地促使零食售卖
“加价不加量”，究其原因是卖家因经济利益而作
祟。给零食的“公摊面积”做加法，给售卖的零食做
减法，这样的一加一减不仅有欺骗消费者之嫌，更让
消费者承担了不必要的额外成本。因此，为保障消
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部门应强化监管力度，严厉
查处因食品过度包装而变相欺瞒消费者的做法。此
外，商家也必须清楚，要想从市场竞争中取胜，还应
提高自身产品的质量，唯有做到真材实料，才能够真
正吸引消费者，实现商家和消费者的共赢。

天天 点观观

微短剧要从“拼流量”
走 向“ 拼 质 量 ”

关注积石山6.2级地震地震

侯文雅 整理点评

主动作为显担当 撑起救灾“半边天”
□ 龙敏飞

近期，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再次公布针对网络微短剧治理
的七大举措，包括加快制定《网络微短剧创作生产与内容审
核细则》、研究推动网络微短剧App和“小程序”纳入日常机
构管理等。随后，抖音、快手、微信等平台陆续发布公告，相
继下架违规微短剧，并对违规推广微短剧的账号进行处置。

近年来，无论什么网络平台，似乎都能刷到一些微短剧
的推广，其往往因冲突感强、短小精悍等特点而吸引大众视
线，成为令人上头的“电子榨菜”。但随着微短剧这一行业的
快速崛起，一些现实问题也逐渐呈现，如不少微短剧作品剧
情离谱、逻辑混乱、内容尺度令人咋舌；在会员收费、扣费等
方面不够公开透明，消费者难以维权……种种乱象的背后反
映了微短剧行业发展的失序。

虽然问题频出，但微短剧行业发展的“前景”与“钱景”仍
然广阔。根据字节跳动巨量引擎内容消费业务中心监测数
据显示，以小程序短剧为主的付费短剧年充值流水达180多
亿元。由此观之，微短剧市场可谓潜力无限、大有可为。

行业潜力大，但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也不容小觑。有鉴于
此，自去年以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持续开展治理工作、发
布多项管理措施。从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微短剧管
理 实施创作提升计划有关工作的通知》，到此次指出的要加
快制定《网络微短剧创作生产与内容审核细则》、研究推动网
络微短剧App和“小程序”纳入日常机构管理等，频繁、密集
地推出政策措施，目的就是要规范微短剧市场，不能再任由
其侵蚀主流价值观、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微短剧的健康发展，同时也离不开社会各方的共同努
力。一方面，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必须全覆盖、无死角，让
行业和平台尽到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引
导微短剧相关从业者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避免因流量至上
而误入歧途，更要注重版权保护，坚守底线和原则。随着监
管力度的不断加码，我们也期待制度的完善不断跟进，从而
共同推进微短剧步入健康发展轨道。

微短剧大有可为，但不能任其无序野蛮生长，应当推进
行业从“拼流量”转向“拼质量”，给用户们提供真正有价值、
有营养的作品。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邵伟
□ 宋文志 刘慧敏

“正是因为你们的无私奉献，为我弟弟
带来了生的希望！”近日，受助人阿旺（化名）
的姐姐给长沙师范学院21级商务英语402
班的罗施璐、刘雨轩、戴程程3位女大学生送
来锦旗和感谢信。

原来，两个月前的10月12日那天，罗施
璐收到在长沙市红十字会工作的叔叔的信
息，说有病人情况危急，急需血小板。随后，
她把信息转发到“献血小分队”群里，很快得
到了刘雨轩、戴程程两名同学的积极响应，3
人便立即前往长沙献血中心捐献血小板。

受助人阿旺不幸摔伤，导致脑出血，重型

颅脑损伤，颅骨骨折，甚至脑疝，血压不稳定，
血红蛋白偏低，一度生命垂危，在重症监护室
连住了22天。“得益于3位同学的‘热血’，弟
弟已经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了，目前，
手指可以屈伸，眼睛也能睁开了……”阿旺的
姐姐感激地说。

得知自己的爱心发挥了大作用，3位同
学也激动得落泪，与阿旺的姐姐深情相拥。

3位同学表示，躺在床上等待献血的时
候，内心其实一点都不紧张，反而更多的是一
份欣喜、一份期待。

回忆起当天献血的情形，戴程程的成就
感溢于言表。由于血管天生细小，即使是技
术娴熟的护士也要扎上几针才能取到血。护
士看到她的血管，再三向她确认是否真的要

献血。虽然害怕反复扎针，但想到可以帮助
别人，戴程程便坚定地回答：“要献，扎吧！”

刘雨轩说：“当时手边正好摆着献血证，
我符合捐献条件就去了。”以前，她认为献爱
心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经历这件事的她第一
次切身感受到，原来一个小小的善举竟能给
他人带来这么大的帮助。

“有事时找志愿者，没事时自己当志愿
者！”这是罗施璐的座右铭。在担任长沙市
红十字会长沙大队第二支队副队长的叔叔
影响下，她加入了红十字会。从2021年9月
入校起就坚持献血，已累计献出全血1000
毫升，成分血两次。上次献血她特意选在生
日那天，以此作为送给自己的特殊生日礼
物。为方便班上同学义务献血，罗施璐创建

了一个名为“献血小分队”的群，一有献血需
要就发在群里，至今班上已有19名同学参
加了献血。罗施璐说：“义务献血是我们自
己要做的一件事情，只是想通过献血奉献我
们的爱心。”

“她们用自己的爱心和勇气，挽救了一条
鲜活的生命，我为她们感到自豪！”辅导员田
凯旋在了解这件事后，连连竖起大拇指。罗
施璐表示：“我们很高兴可以帮助到别人，一
旦有需要，我们义不容辞。”

据了解，长沙师范学院从2017年开始组
织献血车进校园活动，仅2021年至2023年，
学校师生献血人次累计达3203人次，献血
113万多毫升，连续4年获评“湖南省学校无
偿献血优秀单位”。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袁鹏/刘天杰 发自兰
州 面对突如其来的甘肃积石山6.2级地震灾难，在
全国妇联的部署下，全国各地妇联组织同心携手、勇
毅担当，与受灾妇女儿童和家庭共克时艰。

全国妇联高度重视、心系灾区，千方百计为受灾
妇女儿童和家庭提供帮助。

中华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发展基金
会在全国妇联部署下，迅速反应，启动紧急救援，为
受灾妇女儿童和家庭筹集并发送了大量急需生活物
品，已收到资金和物资3259万元。

浙江、天津、山东、上海、广东、陕西、内蒙古、
安徽、江苏、河北、黑龙江、江西、宁夏及深圳、烟
台、济南、长沙、合肥等省区市妇联与甘肃省妇联
守望相助，发来了慰问与物资，灾难时刻彰显巾帼
情谊。

浙江、山东、广东、江苏、四川、黑龙江、江西、上
海等省市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一一伸出援手，陆续
发来了各类爱心物资。

众多爱心企业、女企业家协会、团体会员、社会
组织及个人也纷纷慷慨解囊，通过甘肃妇女儿童发
展基金会捐赠款物。

帐篷、食品、药品、御寒衣物、奶粉、妇女儿童生
活用品从四面八方运来……一声声亲切的关心问
候，一份份爱心捐赠的款物，传递的是温暖与力量，
彰显的是担当与情谊，留下的是感恩与难忘。

在全国妇联和各姐妹省份的鼎力相助下，连日
来，甘肃省妇联、甘肃妇女发展基金会组织人员车辆
做好各类救灾物资的衔接运送和统计监管工作，全
力保障每一份巾帼爱心及时送到群众身边。

据悉，截至目前，累计5099余万元、来自全国各
地的巾帼爱心物资争分夺秒、源源不断运抵灾区。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黄婷 袁鹏 陈晓冰

“不惧冰雪，打出国威，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飞机大炮炸不断民族脊梁，凛冽冰雪冻不住胸中
热血……”

12月24日下午2点多，还没走进甘肃省积石山县大河
家镇大河村安置点的“帐篷学校”，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便
远远听到孩子们的朗诵声。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名战士在教
孩子们背诗歌。

这堂课已近尾声，下课前，这名战士和孩子们说：“大家
要记住，我们幸福的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为我们换来
的。”“记住了。”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齐声回答。

据了解，12月19日，来这里救援的解放军战士完成搜
救任务后便开始搭设帐篷，并联系了当地中小学，设立了“帐
篷学校”，希望“孩子们在安置点能有学习的地方”。

大河家小学的老师介绍，“‘帐篷学校’主要面向一到六
年级的孩子，在帐篷附近居住的学生都可以来上课。该安置
点附近一共有3所‘帐篷学校’，每个帐篷可以容纳三四十个

学生。孩子比较多时，会先安排一部分学生在户外做游戏，
一部分学生在里面上课，然后再互换。”

在“帐篷学校”，战士们会用简单易懂的方式教孩子们一
些军史、党史，也会介绍一些武器装备，很受孩子们欢迎。

下午3点，高关初级中学音乐教师沙梦倩给孩子们上起
了音乐课，教孩子们唱当地人耳熟能详的歌曲《高高积石
山》。

唱歌之前，沙梦倩先介绍了积石山县以及当地的自然风
景和地方民俗，然后问学生们：“大家怎么看自己的家乡？”一
名学生回答：“我为我的家乡而自豪，希望它越来越好。”

“美丽的积石山呀，滔滔的黄河水哟，浪尖上飞皮筏呀，
鸡蛋皮的核桃咔啦啦啦地滚呀，保安腰刀闯天下呀，我们可
爱的家乡呀……”

随着学生稚嫩的歌声响起，帐篷内的志愿者们也跟着唱
了起来。一时间，帐篷内的大人孩子齐声歌唱，场面温暖感
人。暖暖的阳光照进帐篷，给在场所有人的心里增添了一抹
明亮的色彩，而歌声随着微风飘出“帐篷学校”，仿佛要给更
多身处震区的人们加油鼓劲。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马伟

“地震发生当晚，我在镇上值班，地震时整个
房间都在摇晃，把人都震蒙了。我当时非常害
怕，等平复下来后，第一时间想到了疏散群众。
因为怕有大的余震，更怕次生灾害的发生，我们
逐户敲门，劝说房屋有重大裂缝等安全隐患的群
众撤离至空旷地带。”谈及地震的那一夜，青海省
海东市化隆县塔加乡副乡长、司法所所长杨吉卓
玛心有余悸。

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杨吉卓玛就赶往
曹旦么村，与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人员一道，
对该村进行全面排查，并连夜逐户疏散村民，她

“强硬”要求：“不要随意进入房间取东西，远离容
易倒塌的物体，撤离到空旷地带，只要人没事，东
西慢慢找”。那些震后不知所措的村民经她这么
提醒，都开始有意识地防灾避险。“除第一时间上
门疏散村民外，我们将老人、妇女、孩子们集中到
空旷地带，帮助他们架起柴火取暖避险，并组织
青壮年男性与我们一起逐户排查有无受伤的乡
亲。”杨吉卓玛一边忙碌着受灾群众安置和救灾
物资发放工作，一边向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讲
述地震发生当晚的情形。

如杨吉卓玛一样，面对灾难，众多“她力量”
勇敢地站在了抗震救灾的第一线。“她们”是救援
队员、是医护人员、是志愿者……虽然她们身份
各异，但都有着相同的坚韧和担当。

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后，青海省各行各业
女性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参与到抗震救灾的各个
领域，她们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坚韧勇敢的行
动，温暖了灾区人民的心，成为抗震救灾中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从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开始，女性医务工作者
就出现在支援灾区的最前线，彻夜不休，连续工
作，用精诚大爱守护着每一个生命。这些女性医
务工作者不仅治疗了身体上的伤痛，更给予伤者
心理上的安慰和支持。

在地震发生后，基层女性干部就再也没有
好好休息过，所有人都全力以赴地忙碌在隐患
排查、受灾统计、清理废墟、发放救灾物资等各
个救灾的工作环节中。她们通过各种渠道筹集
资金和物资，并及时运送发放到灾区人民手

中。青海省直机关妇工委主任李海霞，在震后第
一时间组织动员广大妇女干部职工参与“情暖灾
区 巾帼行动”关爱灾区妇女儿童和家庭活动，积
极为地震灾区筹集善款和御寒衣物、棉被等急需
物品。

西宁市妇联联合西宁市女企业家协会震后第
一时间就发动女企业家、干部职工，多方奔走，将筹
集到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及时送到了灾区人民手
里。“我们多发动一些社会力量，让更多的人参与进
来，就能让灾区的人民少受冻、少挨饿，让失去亲人
的乡民们感受到温暖。”西宁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
长刘云云表达了女企业家们的心声。

这次突如其来的地震，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西宁市妇联积极响应号召，及时倡议和动员组织筹
资筹物、发动巾帼志愿者，力所能及为灾区人民提
供帮助，共渡难关。“我就是民和县中川乡美一村
人，遇难者都是沾亲带故的亲人，幸存的家人们住
进了帐篷……”市妇联主席鄂香兰哽咽道，而此时
的她，依然忙碌着“大家”的事，一边关注灾情协调
各方筹集物资，一边筹备第七次西宁市妇女儿童工
作会议，完全顾不上为“小家”悲痛。

“地震发生后，刺绣协会第一时间组织发动各
方力量，携带被褥、棉服、食物等生活物资，前往地
震波及区，把我们的心意送到受灾的姐妹们手里。”
青海省刺绣行业协会负责人苏晓莉第一时间发动
刺绣协会的会员单位和广大绣娘，捐款捐物，并把
这份爱心亲自送到受灾的姐妹手中。

此外，还有众多“她力量”在全力支持抗震救
灾，如中盐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煅烧车间副主
任刘萍积极发动身边职工捐款；果洛机场分公司
运输服务部经理陈娟募集善款，采购药品、食品等
物资送到灾区群众手中；退役女军官马静与其他
救援人员一道，半跑着搬运着救灾物资，争分夺
秒；消防士祁珍辉的母亲宋梅莲发动身边邻居和
亲戚为救援人员准备饭菜……许多女性还主动参
与到灾区的志愿服务工作中，为抗震救灾贡献自
己的力量。

在这场抗震救灾的战斗中，青海省各行业女性
展现出了令人敬佩的勇气和担当，为灾区人民送去
了温暖与希望，她们以精细的工作作风助力抗震救
灾，用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巾帼力量，撑起了救灾
的“半边天”。

青海省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在救治伤员。 青海省妇联供图

青海省应急管理厅省级救灾物资储备库职工第一时间奔赴岗位，在物资
调配一线连续坚守30余小时。 青海省妇联供图

“帐篷教室”歌声飘

沙梦倩在“帐篷学校”里教学生们唱歌曲《高高积石山》。 黄婷/摄

用热血为生命续航

全国各地巾帼爱心物资
源 源 不 断 运 抵 灾 区

长沙女大学生建“献血小分队”

截至目前累计运抵5099余万元物资

“帐篷学校”“外墙”挂满了孩子们的画。 黄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