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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新闻壹段壹段评评
防范经营者“变相”继续使用“生鲜灯”

近日，市民王先生向媒体反映称，他在重庆市九龙坡区
黄桷坪农贸市场看到生肉摊点挂着一种泛红光的灯，和其
他菜摊白光灯对比，泛红色光非常明显。“‘生鲜灯’已禁用，
现在摊贩又使用的是什么新式照明？”对此，黄桷坪街道市
场监管所回应媒体记者：“这种‘模棱两可灯’，经过检查不
是‘生鲜灯’。”

随着新修订的《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传统“生鲜灯”已很难在市场上见
到，但悬挂“市场灯”“鲜肉灯”等模棱两可照明灯具的商
家却越来越多。为防止“模棱两可灯”游走在监管模糊地
带，各地相关部门除了要加强对上述“新规”的落实，还要
划出明确红线，防范经营者和生产厂商钻空子，对使用

“模棱两可灯”的行为予以明确回击，杜绝变相“擦边”，还
生鲜食物以“本来面目”。

天天 点观观

莫让“一禁了之”简单执法扰了人间烟火

“自家店铺玻璃上贴一张招工启事，也要被处罚？”3月15
日，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一家图文广告店的遭遇引发热议。
当事店主戴先生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其于3月6
日上午实施了未经批准在建筑物、设施上张挂、张贴宣传片等
的行为，违反了《长沙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十
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罚款50元。

沿街商铺在自家店门口张贴招工启事本是人之常
情，但城管部门以治理城市“牛皮癣”的力度对小店进行
处罚。这样的执法力度或许已经违背了立法本意，在客
观上可能伤害了城市烟火气。同时，此事折射出的城市
管理执法理念以及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其负
面影响可能超过处罚本身。城市管理部门应当规范执
法行为，提高精细化执法水平，倘若处罚失当，损害的可
能不只是商户利益，还有营商环境和地方形象。

在乡村打造一处集设计、运营、生活于一体的人文社区，
这是浙江宁波设计师张小晨的梦想。如今，她在宁波市江北
区洪塘街道鞍山村实现了这个梦想，不仅创立了构城·安山人
文聚落，还引入20余家不同业态的企业入驻，实现近百位城
市白领在村里工作。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将目光转向农村，将志向投入农村，将青春扎根
于农村。

年轻人的“反向”创业创新，是城乡差距逐渐缩小、
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体现。随着国家对乡村振兴战略
的持续推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带着先进的理
念和技术回到乡村，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乡村发展模
式。但与此同时，年轻人在乡村创业创新也面临着诸
多挑战和困难。对此，政府和社会应给予更多关注和
支持，为年轻人在乡村创业创新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
件，让他们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一群儿童正在悄悄改变这个社区……
——重庆中心湾社区的“儿童议事会”实践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张凌漪
□ 冯雪

在重庆市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中心湾
社区广场上，“此有积水，请勿踩踏”的提示
牌在儿童们“叮叮当当”地敲打下，插在了
花坛中。

这个“不起眼”的水坑安全问题的解决
源自中心湾社区儿童议事会“社区安全”踏
勘行动。“我们常路过这个区域，一下雨这里
就会积水，天黑后看不清，小伙伴们路过时
一不小心就容易滑倒。”社区儿童议事会成
员余娅旗描述时，小伙伴们也纷纷点头，同
意将该隐患作为议事小组待解决问题之一。

“这里是社区服务中心的广场，经常有
居民和工作人员在这里走动，但很少有成
年人会关注到积水问题给儿童带来的风
险。”中心湾社区居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张
义清非常认可孩子们对社区生活的仔细观
察，“他们的发现为儿童参与社区服务带来
很大启发，也成为社区与居民之间良性互
动的重要一环。”

经过投票、商议、设计，“积水”提案顺
利落地，启汇星社工服务中心老师黄文菊
自豪地分享儿童议事会在此过程中给居民
们留下的好形象：“提示牌的设立让更多居
民开始主动了解、点赞儿童议事会。”她告
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儿童议事会共
13名成员，通过9次议事活动为社区解决
了3个安全隐患。

社区儿童议事会不仅为社区儿童提供
了一个发声的平台，让他们能够无顾虑地
表达自己的担忧和想法，也为社区治理和
社区参与带来了“新角度”“新切口”。
2023年2月，中心湾社区成立社区儿童议
事会，但如何“有效议事”一直难以破题。
同年4月，龙湖公益基金会联合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共同推动“一老一小”
友好社区建设项目落地中心湾社区，在对
社区进行深入调研和资源分析后，定制“儿
童议事会系列”实施方案，推动中心湾儿童
议事会正式运作。

“儿童提案”为社区真问题、
新问题提供思路

中心湾社区已有30年历史，是原重庆
特殊钢铁厂工人家属区，老旧社区改造后，
社区环境焕新颜。但以“儿童视角”对社区
环境进行评估发现，安全隐患依然存在。
在充分调研、多方商议后，中心湾社区将

“社区有我更安全”设为首个议题，并开始
着手运作议事会。

“一方面，安全问题涉及儿童的基本权
利，必须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儿童视角的
安全隐患，更隐蔽、易忽视，通过议题设计

让儿童成为‘问题发现人’和‘问题解决
者’，才能真正让儿童参与到社区建设中。”
来自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的徐珊介绍。

这也正契合中心湾社区书记的目标：
让中心湾社区的儿童有归属感，同时也是
社区要打造“儿童友好型社区”的初心。

“篮球场里乱飞的篮球”，是12岁的王
曹祥在“社区踏勘环节”中发现的安全问
题，王曹祥发现，社区篮球场在丰富社区生
活方式的同时，也出现了篮球飞出场地砸
到人的状况。

“可是篮球来了人可以躲掉呀。”一开
始，王曹祥的议题遇到了议事会其他小成
员的质疑。多数成年人将安全隐患定义为
切实、不可避免的危机，而儿童眼里的安全
则更具关怀性质。“我觉得会有一些爷爷奶
奶因行动不便躲不开，一些年纪比较小的
儿童也很容易被砸到。”王曹祥将自己的担
忧和想法进行详细介绍，并在议题投票环
节中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最终，“篮球场里乱飞的篮球”从众多
议题中脱颖而出，这是王曹祥没有预料到
的。这次他的议题被通过，也让他体会到
了前所未有的被关注和被重视。

“刚开始时，王曹祥参与度并不高。但
当他看到自己的问题引起这么大的争论
后，他逐渐产生了兴趣。后来，他们制作了

篮球警示牌，他看到牌子就说，‘这个是我
提出的，我要去安装。’最后，在计划轮值
时，他还主动提出‘我来做这个轮值人’。”
黄文菊生动描述了王曹祥的改变，发现他
的参与程度正在逐步递进。

“五社联动”持续推进儿童
参与社区治理

中心湾社区、启汇星社工中心与龙湖
公益基金会、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围绕
儿童议事会的协调机制顺畅运行，是“五社
联动”对多方参与机制的有效探索。

龙湖公益基金会与中心湾社区及居委
会在“适老化”改造项目中建立了良好合作
基础，进而持续为社区“一老一小友好”建
设投入资金和资源，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
院作为智库支持，经过深入调研，为中心湾
社区设计“一老一小友好”建设实施路径。

张义清认为这种合作不仅为社区带来
工作新思路，也让社工们在实践中锻炼专
业能力。

在张义清看来，儿童议事会不仅让儿
童深刻意识到自己是“中心湾人”，也在一
个个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带动社区居民增
强集体认同感。在多方有效引领下，中心
湾的儿童们逐渐延伸思维——开始关注指
示牌后期的维护问题。也恰是在维护过程

中，儿童们带动社区工作人员、居民、保安、
清洁人员一同商议如何让问题解决方案可
持续，让更多人加入社区事务中来，进一步
增强居民认同感、归属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和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智库专家卜卫
指出，中心湾社区的儿童议事会实践引入
社区参与，真正实现儿童参与。这一行动
还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成年人对儿童参与
权利的认识和尊重。未来，各方应将儿童
议事会作为儿童参与机制的一部分，多方
联动打造儿童友好型社区。其中，建立稳
定机制至关重要，可以引入儿童参与的社
区调研制度、设置民主选举和代表制度、制
定议事程序和宣传制度，注重畅通儿童意
见表达渠道。

引导儿童充分表达自身意愿，参与到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是中心湾社区打
造儿童友好社区的重要亮点。据了解，接
下来，中国公益研究院、龙湖公益基金会、
中心湾社区、启汇星社工中心四方将持续
健全完善工作模式，并在儿童议事会中更
注重儿童人格完善、能力发展和身心成长
方面的探索，通过制度建设、空间优化、服
务升级等途径保障儿童权利，拓宽儿童议
事会议题范围，增加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
动的机会，真正实现良性互动。

黄威 整理点评

AI“复活”明星
挑战法律与伦理

乐见更多年轻人“反向”创业创新

8门课程150个名额上线秒空，课堂场场爆满

巡礼儿童友好城市儿童友好城市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茹希佳

近期，在江苏省无锡市妇联指导下，由
无锡市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打造的“锡蕙
夜校”火了，首期8门课程150个名额上线
就被秒空，课堂场场爆满，“白天上班、晚上
上课”成为锡城夜生活的打开方式。

夜校第一课从“微党课”开始
《匠心所致“繁花”自来》是“锡蕙夜校”

为学员们准备的第一课，这节来自“理小响
学习时”的“微党课”视频课程，成为学员们
走进“锡蕙夜校”的“入学礼”。

“通过微视频，我们深入地了解了这座
城市的人文经济，从优秀传统文化中了解了
无锡的‘人文基因’。”学员们从课堂学习中
感受到了生活在这座城市满满的自豪感，感
悟无锡千年文脉和现代发展的和谐共生、交
融互促，强烈的代入感让“锡蕙夜校”课堂充
满“文艺范儿”，也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
常百姓家”。

志趣相投化解“社恐”尴尬
半小时前还在会议室处理工作事务，如

今已现身于“锡蕙夜校”的茶文化课堂的小
沈，“想体验、学习中国茶文化儒雅恬静的气
质，到夜校可以去‘班味儿’，缓解工作的疲
惫，为自己充充电”。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这里的
夜校课程内容丰富，贴合潮流，既有为兴趣
买单的插画、书法、器乐、非遗文化；也有为
生活添色的咖啡拉花、毛线手工、美妆礼仪；
还有放松身心的瑜伽、民族舞、健康养生、职
场心理学等多类型课程。

在“锡蕙夜校”有众多凭借共同爱好走

到一起的新姐妹、新朋友。原本内向的小周
近期来参加夜校的毛线手工课程，在这里遇
到很多喜爱手工编织的小伙伴，几个手工

“小白”围坐一组热烈地讨论着怎么破解毛
线“零损耗”的难题，“从‘社恐’到‘社牛’，好
像只差了一节课的距离。”小周调侃地说。

“夜校提供专门场地和专业设备，为有
着相同兴趣爱好的都市群体开辟了开放式
社交空间，促进新的‘趣缘’群体生成，打破
线上兴趣社群的距离感，提供线下互动式的
情感满足，这股热潮也充分体现了人们渴望
与志同道合的朋友面对面地深入交流。”无
锡市妇女儿童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

夜校课堂与产业文化相融合
走进夜校课堂的人，都有着各自的理

由，有人希望能借夜校学习提升自己；有人

希望在夜校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有人希望
在夜校学习技能，找到新的就业机会；也有
年轻人把创办夜校作为自主创业的渠道。

学员小朱告诉记者，“我在夜校报了好
几门课，这些公益课程都是免费的，政府搭
台让我们享受社会发展的红利，我们心怀感
恩的同时，也希望在这里能够学到更多实用
的知识。”学员们的这些感恩里，潜藏着夜校
文化的大文章。

负责夜校茶文化课程的李老师介绍，把
夜校课程与文化产业相融合是一种新的尝
试，文化传承赓续创新也需要吸引更多人参
与其中，通过夜校模式为传统文化、非遗文
化打开“任意门”，以轻松舒适感的教学，让
广大学员能够静下来、沉进去，更好学习吸
收实践技能，真正将文化气质修炼成日常生
活的一部分。

□ 江德斌

近日，一些网络博主使用AI技术“复活”逝世明星的做法
备受争议。针对肖像被侵权使用一事，有的过世艺人父亲表
示不能接受，希望对方尽快下架；有的过世明星家人称，不希
望肖像被他人任意使用，严厉谴责并坚决抵制该行为。

AI“复活”明星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栩栩如生的“明星
们”变成数字永生人，在屏幕上向粉丝亲切打招呼，这一幕激
起粉丝的热情回应。但与此同时，也引发很多网友的质疑，认
为未经家属许可，就擅自利用AI技术“复活”明星的做法，并
不妥当。事实上，此举涉嫌侵犯明星的肖像权、名誉权，且有
滥用AI技术之嫌，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容易诱发科技道德
风险，值得商榷。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生成式AI兴起，技术门
槛和成本不断降低，“AI复活人物”技术得到应用，且已成为
产业链。不时有网络曝光，有人因怀念逝者，采用“AI复活亲
人”，让爷爷奶奶、父母、子女等在网上重现。

但需要看到的是，“AI复活亲人”与“AI复活明星”具有本
质区别，前者是逝者亲属主动所为，而后者则是网友、机构擅
自为之，且未征求明星亲属同意，违反了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AI复活逝者”虽在技术上已没有障碍，但并非谁都可以
毫无顾忌地使用AI技术，随心所欲地“复活”任何人物。该项
技术应用毕竟是新生事物，不可避免地遇到法律、社会道德、
传统观念、科技伦理等诸多问题，需要厘清边界，对技术加以
规制，避免滥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衍生“二次伤害”。

同时，“AI复活逝者”在商业领域亦有一定的市场空间，
能够满足部分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对此也应给予理解和重视，
不宜一棒子打死。因此，从促进市场规范发展的立场看，监管
部门需要及早研判，权衡利弊，拟定合理的标准，督促商家有
序经营，保护数据安全。

孩子们和篮球场边警示牌合影。

学员们正在“锡蕙夜校”上课。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记者 罗沙）
最高人民法院17日发布第四批人民法院
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15件，充
分发挥典型案例指引作用，加强种业知识
产权保护，以高水平司法推动种业创新和
高质量发展，为加快推进种业振兴和维护
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更加有力司法服务和保
障。

据最高法介绍，这些案例涉及种业知
识产权保护中民事、行政和刑事三大类案
件，所涉植物品种既有小麦、水稻、玉米等
主要粮食作物，也有辣椒、甜瓜、大豆等经
济作物。案件所涉品种经济价值较大，8件
案例诉争标的额超过百万元，个别案件高
达数亿元。

在涉“沃玉3号”玉米品种父母本侵犯
商业秘密罪案中，法院对违反保密约定对
外销售杂交种亲本繁殖材料的行为以侵犯
商业秘密罪定罪量刑并处罚金，加大涉种
子犯罪惩治力度。在“丹玉405号”玉米植
物新品种侵权案中，法院明确，惩罚性赔偿
基数难以精确计算时，可以基于在案证据
裁量确定，二审据此全额支持权利人 300
万元赔偿诉讼请求。

同时，人民法院积极推进民事司法保
护和行政执法保护协同，提升整体保护效
果。在“远科105”玉米植物新品种侵权案
中，法院基于当地农业行政部门对种子的
抽样、送检和现场勘验记录，依法认定侵权
人“真假混卖”逃避监管的事实，据此加大
判赔力度。在“菏豆33号”大豆植物新品
种侵权案中，法院基于种子生产经营者办
理产地检疫合格证记载的产量推算侵权规
模，确保权利人得到足额赔偿。

最高法发布第四批人民法院
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