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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新闻壹段壹段评评

原以为是无所顾忌的逞能，实则是精心编排的剧
本。作为全网粉丝超过 300 万的网红却拿无知当个
性，为了吸粉、引流，竟然发布造假摆拍视频，其做法
消费的不仅是公众的情感，更会引发更多涉世未深的
网民跟风效仿，性质恶劣。对于此类自导自演式的愚
弄公众造假行为，平台除了给予严惩之外，更要划出
内容造假的底线和红线，并通过“技术+人工”的双重
审核等手段，严把内容审核关，避免在网络上形成“流
量至上”的风气。

需给视频造假摆拍画“红线”

近日，一名拥有75万粉丝的女网红在平台发布生吃野生
菌“见手青”的视频，引发众多网友关注。据了解，该女网红
活跃在多个平台，全网粉丝超过300万。针对此事，平台发布
公告称，网红“田**”因发布吃“见手青”蘑菇后中毒送医的视
频，被平台核实为摆拍造假，目前已被平台给予账号禁言30
天、取消营利权限60天等多项处罚。

职称评审走捷径不可取

近日，在“捍卫·2024春夏平安行动”中，北京朝阳警方
打掉一个以“职称评审保过”为诱饵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
入夏以来，朝阳警方陆续接到事主报警称，北京一家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的客服通过网络推广、电话咨询等方式联系他
们，声称只需交纳几千元报名费，就可以让“职称评审保
过”，申办资质证书。接到电话的事主信以为真，在经历了
一个又一个圈套后，才发现交的钱都打水漂了，对方也杳无
音信。

职称评审，评的是真才实学，审的是专业水平。
妄图通过缴纳报名费就想在职称评审中托底保过，
最终只能落入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陷阱之中。对于
类似花钱就能保过的职称评审，不仅要严厉打击以
此为“饵”的诈骗行为，更要对花钱的相关事主进行
相应的批评教育。职称评审不是金钱交易，盲目迷
信花钱保过，不仅会造成个人经济损失，对个人职业
声誉也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职称评审保过”的
方法只能是脚踏实地地提升自身专业技术水平，走
捷径不可取。

王恒 整理点评

入夏以来，网约车“拒开空调”“开空调要加钱”引发的争
议不断。一些地方，由于极端高温天气增多，叠加油价不断
上涨，网约车与乘客之间的“空调费”矛盾更为突出。不少司
机都表示，开空调每天至少增加20元的油钱，一个月就要
600元。如果车的排量大，一个月得多支出1000多元。

“空调费”矛盾还需各方协商来解决

网约车司机与乘客之间的“空调费”之争，站在各
自的立场都有道理，关键在高温天气之下多出来的

“空调费”成本由谁来承担？这不仅是网约车司机和
乘客需要面对的问题，更需要网约车平台加入进来，
各方共同进行协商，以谋求合理的收费水平。作为中
间方，平台应主动承担更多责任，对抽成比例进行调
整，并强化司机的培训与管理。只有切实保障各方的
权益，才能在炎炎夏日让乘客出行更轻松，让司机服
务更优质。

天天 点观观

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

云朵上“守艺”，让非遗走出大山

对 家 暴 零 容 忍
是法律红线社会底线

新闻 1°深深

低空经济让“City Fly”梦想照进现实
推动文化旅游消费场景推陈出新，带动旅游服务业转型升级……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韩嫣然

从深圳北站打“飞的”，1小时内便可到湾区90%以上
地区。深圳市民乘坐直升机从福田大中华停机坪出发，飞
越平安国际金融中心、福田CBD、红树林生态公园等深圳
知名的地标区域，俯瞰最美鹏城。

近两年，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低空经济”成为高频热
词。作为低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低空”和“文旅”也在
融合中不断发展，特别是在文化强国战略的大背景下，低
空经济推动文化旅游消费场景推陈出新，带动旅游服务业
的转型升级，文旅消费的市场热潮也促进着低空技术的不
断进步。低空经济真正让城市“飞”了起来，让“City Fly”
从大众想象变为了生活实景。

低空经济遇上文化旅游
低空经济是指以民用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为

主，以载人、载货及其他作业等多场景低空飞行活动为牵
引，辐射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作为
全球竞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测算，2026年我国低空
经济规模有望突破万亿元。

从政策扶持到实践应用，近年来，全国各地争相发力
低空经济相关产业，积极培育发展新动能。

今年2月1日，《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
正式实施，成为全国首部关于低空经济的地方专项法规，从
政策、法律等多方面为深圳先行先试制定民用无人机管理
规则和运行标准、推动低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以后出行不仅可以选择地上跑、水里游，还可以天上
飞了。”正如网友期待，低空经济正在赋能文旅发展新可能。

“低空经济毕竟属于新兴行业，需要一定的周期培育市
场。在前几年，低空经济的流量并不算多，但随着近年市场
关注度的上升，尤其是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
提低空经济后，整个行业的关注度明显上升了一个层级，文
旅等市场数据都在持续上升。”深圳市东部通用航空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部通航”）战略规划部总经理蔡武群介绍。

由东部通航运营的“见圳奇迹”航线是全国唯一常态化
运营的直升机城市低空观光线，该航线以福田区城市景观
为核心，乘客可以以最广阔的视野、最立体的角度，在半空
中感受深圳这座国际大都市的奇特魅力。除了日间飞行，
还可以选择在夜晚乘坐直升机观看城市灯光秀，俯瞰流光
溢彩、美轮美奂的鹏城。此外，东部通航还开辟了“臻美海
岸”航线和“山海盐田”航线，途经盐田港、大小梅沙海岸线、
正角咀等景点，让游客在空中就可以感受深圳山海的魅力。

让低空文旅更安全、更普惠
无需驾驶员，也不需要乘客操控，乘客便可以乘坐航空

器尽情享受空中美景。今年年初，深圳市大梧桐生态融合
区梧桐云巴“山顶线”开通活动在梧桐山风景区举行，并举
行“飞享梧桐”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观光项目举办试飞。

据了解，该项目主要结合大梧桐生态融合区中梧桐山、
深圳水库、仙湖植物园等知名地标，提供低空旅游观光体验，
让市民充分感受大美梧桐自然魅力。该项目也是大梧桐生
态融合区布局的促进商旅文低空应用的首个示范性项目。

“‘飞享梧桐’项目使用的航空器是标准类通用航空器，
可以商业载人，通过了民航局的运行审定，有整套的适航、
维修、驾驶员标准，民航检察制度保障运行安全，该标准是
依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相关法规运行。”谈及飞行安全保障，
望桐营地运营经理刘立豪向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介绍。
据了解，目前望桐起降点已经可以执飞“飞享梧桐”线路，好
汉坡起降点目前因景区报备流程原因，需等景区报备完成
方可对外。“目前我们正在联合某知名航天航空IP计划打造
有亮点的低空经济文旅特色旅游项目，希望未来能给到大

家更多优质且兼具性价比的低空游览新体验。”刘立豪说。
低空飞行是否会向普惠大众的方向发展，答案是肯定

的。据了解，目前“见圳奇迹”日航单人飞行价格为3980元/
人，夜航价格4980元/人，“臻美海岸”日航价格698元/人。

“我们有两个产品路线，像‘见圳奇迹’航线要经过人口密集
区，使用了双发飞机，即具有两个发动机的飞机，双机长执
飞，这种飞机的运营成本比单发贵很多，而且我们提供的
服务不只是这一段的飞行，还包括拍照、职业体验、参观等
一系列内容。”关于当前的定价，蔡武群向记者介绍道，并
表示未来低空游览仍有降价趋势，“目前，国内在研发新型

eVTOL机型，即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运行成本将大大降
低，真正实现平民化的运营，让普罗大众都能用得起。”此
外，东部通航已经推出线上“空中巴士”小程序，市民可以
一键呼叫空中游览项目，也让低空应用更便捷。

政府助力低空经济文旅发展
蓬勃的市场之下，如何促进低空经济规范发展，让低

空经济“飞”得更好、更快？记者了解到，为促进低空经济
健康发展，深圳不同区域有关部门围绕政策制定、机场建
设、准入管理、服务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

在罗湖区，聚焦“商旅文低空应用”，为构建“场景+
产业”双轮驱动的低空经济产业体系，打造低空经济商旅
文创新应用发展区，罗湖区罗湖正式发布《罗湖区促进商
旅文低空应用的若干措施》。记者从深圳市罗湖区大梧
桐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未来，罗湖区将建立空中交通运
营网络，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形成标准化运营模式。
罗湖体育中心城市空中交通（UAM）与东湖公园B点作
为罗湖区城市空中观光及空中交通试点，将率先实现常
态化运营，探索包括且不限于文体旅游观光，多点交通对
飞等低空经济应用运营场景，并以此形成标准化、可推广
的UAM运营模式，构建低空交通先行区，形成辐射全
区、全市乃至更大范围的空中交通运营网络。

龙岗区是深圳乃至粤港澳大湾区最早开始探索低空
经济创新发展的城区之一，到目前为止已初步形成了覆盖
大湾区的低空网络。在深圳既有低空经济产业政策的基
础上，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制定了《龙岗区关于促
进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据区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龙岗区将全力打
造低空智能融合示范应用场景，建立“低空+物流”运输网
络，积极培育“低空＋轨道”新业态，推进“低空+教育”基
地建设，打造“低空+文旅”融合新场景，逐步开放“低空+
城市管理”应用场景。

东部通航“见圳奇迹”夜航线。 受访者供图

东部通航“见圳奇迹”航线。 受访者供图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党柏峰

盛夏时节，端午的那缕粽子清香还未散
去，刚赶制完2万个香包，5000个工艺品订
单又到了……在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羌绣非
遗文化产业园中，身着羌族传统服饰的绣娘
们一根绣针、一团彩线，娴熟地捻着长不盈寸
的羊毫细针，轻挑慢捻、巧手翻飞、经纬交织，
转瞬间，一个个绝美的手工艺品便在她们手
中“变”了出来，令人惊叹。

宁强古称“宁羌”，是古氐羌民族聚集地，
久居于此的羌族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而
羌绣则贯穿羌族女性的一生。在传统的羌族
习俗中，羌族女子从10岁左右就开始接受羌
绣技艺训练，正所谓“一学剪，二学裁，三学挑
花绣布鞋”。千百年来，当地妇女多有农闲时
节扎花绣朵的习俗。

“我们羌族女子每天都会重复这门传承千
年的古老技艺，给孩子缝新衣，给家人纳鞋垫，
给自己绣香包。”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
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羌绣没有固定的
手法，全凭绣娘们的心灵手巧，随手选取日月
山川、花鸟虫鱼的图样，通过挑花、挑绣、扎花、
扎绣等繁复的技法，随心在绣绷的丝布之中施
展技艺，艺术性和实用性兼备，堪称与蜀绣、湘
绣、苏绣齐名的绣中精品。2015年，宁强羌绣
还被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客人递上一杯当地的宁强雀舌，茶叶
的清香和着王小琴以针创业、以艺助贫的故
事，慢慢铺展开来。

萌生用羌绣助力姐妹脱离
贫困的愿望

今年45岁的王小琴，出生在宁强县禅家
岩镇的一个偏远山村，受母亲影响，她自幼就
喜欢上了刺绣。高中毕业后，王小琴先是在
服装厂学艺，掌握了服装设计制作工艺，并成
立了自己的服饰公司。2008年，在一次返乡
途中，她发现许多懂刺绣的山区妇女日子艰

难，年事已高的绣娘没有传人，许多传统针法
濒临失传。“我要把母亲传给我的羌绣传承下
去，用羌绣帮助姐妹们脱离贫困。”那时，这个
强烈的愿望在她的心底翻腾。

接下来的4年时间，为“抢救”羌绣，王小
琴走村串寨拜访上百名羌绣艺人，学习针法
技能、图案特征、色彩运用，掌握了多种即将
失传的针法技艺。此外，她还自费到陕西师
范大学、北京服装学院、苏州工艺美术学院等
多所高校系统深造刺绣艺术。

“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探索实践，我们
的羌绣技艺越来越娴熟，绣品也越来越美
了。”王小琴笑着告诉记者，羌绣传承目前尚
属“冷门”，但是只要一点一滴地挖掘发现，一
针一线地制作产品，总会有所收获。

努力终有回报。这些年，她带领团队制作
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会
标等7幅作品被国家奥运体育馆永久收藏……

“要保护羌绣，必须带领绣娘大胆创新，
走市场化发展的路子，以发展效益反哺传统
文化。”2015年，在宁强县政府的鼓励下，王小
琴注册商标并成立羌州绣娘文化有限公司，
投资80万元将自己的制衣厂转型，把重心放
在羌绣的设计研发、加工生产和销售上。

为了打开市场，王小琴带上一批有羌绣图
案的手提袋、衣服、鞋垫样品，北上南下、往返
奔赴，在各类展会上进行推介展示，得到了专
家学者和客商的广泛好评，订单如同雪片般飞
来，“羌州绣娘”品牌渐渐打响。紧接着，王小
琴挖掘刺绣爱好者，无偿教授刺绣理论知识和
技巧，举办羌绣培训班并与学员签订产品回收

协议，吸引众多贫困妇女学艺从业。

打开非遗助力乡村振兴新路子
舒家坝镇黄泥梁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郑娥

因为聋哑又没文化，只能在家照看父母、子
女，全家开支靠丈夫在建筑工地打工挣钱，日
子过得紧巴巴的。自从报名参加了为期10
天的羌绣技艺培训班，郑娥跟王小琴公司签
订了产品回收合同，当年年底，她便用羌绣挣
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2000多元，高兴
得几天没有睡好觉。自此，她就爱上了羌绣，
一有空就绣，现在年收入万元以上。

天道酬勤。短短几年间，王小琴的羌州
绣娘公司在全县陆续建立4个非遗扶贫社区
工厂、3个传习所、6个羌绣专业合作社，培训
城乡绣娘6000余人，带动灵活就业1700余
人，其中贫困户近300户，人均增收3000元
到2万元，培训贫困群众3000多人，使1000
多名贫困人口成为羌绣技术骨干，蹚出了一
条“公司＋学校＋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绣
娘”的非遗助力乡村振兴新路子。

“羌绣的传承发展，不仅是这一辈人的
事，更要着眼未来，后继有人才能越走越远。”
有手艺更要“守艺”，这是王小琴始终不变的
初心。作为宁强羌绣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一班绣娘的“领头雁”，王小琴也获得了全国
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农民工、陕西省脱贫攻
坚先进致富带头人、陕西省劳动模范、汉中市

“天汉工匠”等。一路走来，她经历了从“手艺
人”到“守艺人”的嬗变，也让更多群众成为羌
绣的“受益人”。

细心刺绣的王小琴。 受访者供图

□ 张园园

对家暴零容忍，既是鲜明的司法态度，也是整个社会的基
本共识。

日前，媒体曝光的两起涉家暴案件引发广泛关注。一
起是婚姻存续期间，女方十多年被男方多次实施家暴，在法
院和检察院的支持下终止婚姻、走出阴霾。另一起案件是
父亲为把女儿抚养权“转”给前妻，经常殴打未成年女儿以
证明自己“不适合”抚养女儿，目前该案还在二审中。

家暴不是家务事。两起案件的司法处置，彰显了法律对
家暴受害者的深切关怀和坚定保护，真正做到了让受害者得
慰藉，让施暴者获惩戒，让欲暴者有畏惧。法律之威严、正义，
凛然示人。

反家暴的落实落地，基层“最小单元”的功能发挥至关
重要。我们看到，这两起案件中，既有社工机构参与调查，
代为申请人身保护令，又有基层派出所、司法所、妇联、居委
会积极介入，彰显反家暴意识已在基层普及，各方工作更加
靠前主动。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遏制家暴成效显著，惩戒警示利
剑高悬，社会合力日益壮大，家暴空间被不断压缩，家暴之殇
正在不断远离家庭。但也要看到，家暴之恶远未到绝迹之时，
仍须时时警惕。

家暴是家庭之痛、社会之害、文明之殇。对家暴零容忍，
是法律红线、文明底线，不容践踏。让我们不沉默、不纵容、不
放过，共同守护家家幸福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