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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是文化消费的热点，哪里就是“黄牛”泛滥的重
灾区。从旅游景区到高校校园，都曾出现互联网“黄牛”
借机收费牟利，导致普通游客“一票难求”的情况。为此，
文旅场景的放票规则亟须查漏补缺，提升票务系统的安
全性和透明度，防止被不法分子利用。打击“黄牛”倒票
行为是维护文旅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有关部门也
应加大对文旅市场的监管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遏制“黄牛”的蔓延势头，维护健康的文旅消费环境。

整治倒票“黄牛”，维护文旅环境

今年暑假，各地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很多热门旅游目的
地一票难求，这也让众多“黄牛”嗅到了“商机”。近日，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公布一起案件，揭开了一条倒卖高校参观
票的犯罪产业链。该案被告人李某某花钱购买了一些底层数
据、代码，研发了抢票软件，利用软件抢到免费门票后，再与

“黄牛”合作，将门票高价售出。经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某等
13人因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判处四年六个
月至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孔一涵 整理点评

斩断车检作弊利益链刻不容缓
环保检测作为机动车年检主要项目，是降低尾气污染、

改善大气质量的重要举措，未通过环保检测的车辆不得上路
行驶。有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区机动车环保检测作弊形成
灰黑链条，作弊设备制售者、车主、检测机构沆瀣一气，以篡
改检测数据等方式提高尾气超标车辆过检率，攫取不法利
益。同时，作弊设备通过网络销售扩散至全国多地，致使“问
题车辆”蒙混过关，堂而皇之上路，危害生态环境。

机动车环保检测作弊的行为不仅严重违背了环保
法规，更是对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的极端不负责任。
针对这一问题，有关部门必须以雷霆手段整治防范，斩
断这条灰黑利益链条。不仅要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完
善环保检测制度，提高违法成本，同时，对参与作弊的
制售者、车主和检测机构也要依法严惩不贷。此外，还
要加大监管力度，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环保检测
过程进行全程监控，构建多维监督网络。

9月4日，有网友发视频反映，山东聊城一专为环卫工、快
递员等户外工作者建设的工会驿站，需下载App扫码才能进
入，导致劳动者“进门难”。视频显示，多名户外劳动者躺在驿
站几米外的地面上休息。有知情网友称，视频的拍摄时间正
值中午时分。9月5日，有记者核实发现，经过连夜整改，驿站
已可直接刷身份证进入。

去除驿站“门槛”，让善意触手可及

工会驿站本是为环卫工、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提
供的关爱服务的便捷“避风港”。任何加高门槛、让劳动
者望而却步的行为，都是对驿站设立初衷的背离。相关
部门的积极整改只是户外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开始，公共
服务设施不仅要简单“铺开”，更需要有关部门真正坚持
以人为本的理念，确保其设计充分考虑到使用者的实际
需求，将善意和温暖送到户外劳动者触手可及的地方。

生育津贴不是企业
想动就动的“奶酪”一个雪域高原小村的一个雪域高原小村的 之路之路

女报 角视视

夫妻离婚均不抚养长女，法院判决不准离
专家：夫妻离婚应将子女放在中心地位考虑

□ 戴先任

近日，四川乐山发生两起生育津贴纠纷案件，一企业两
名女职工不仅未能全额追回应得的津贴差额，还因此与公司
解除了劳动关系。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生育津贴是女职工按照国家规定享
受产假或者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获得的工资性补偿。生
育津贴应该足额发放给劳动者，用人单位无权截留。但一些
企业以足额发放产假工资为由，自行截留女职工生育津贴差
额部分。比如在乐山这两起案件中，女职工的应得权益就没
能得到有效保障。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八条明确规定：“女职工
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
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生
育津贴是对女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性补偿，单位没有权力克
扣半分。一些用人单位或是对政策理解有误，或是故意克
扣、截留生育津贴，不论是哪种原因，对于生育津贴被企业

“截留”的现象，都要予以遏制。
生育津贴不是用人单位想动就动的“奶酪”，更不是可

以随便揣进用人单位腰包的“肥肉”。一方面，地方法规有必
要进一步完善。比如，《江苏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就明确，
生育津贴高于其产假或者休假前工资标准的，用人单位不得
截留。类似的地方法规值得推广。

另一方面，要加大对用人单位的监管力度，严惩罔顾女
性劳动者正当权益的行为，通过严格执法，提高不法单位的
违法成本。用人单位要依法用工，尊重孕产哺乳期女职工的
合法权益；劳动者面对单位侵权时，也不能忍气吞声，要勇于
维权。

保护孕产哺乳期女职工合法权益，关键要筑牢司法保
护屏障，还要形成各方合力，疏堵结合，标本兼治，这样才能
为女性劳动者营造更友好的就业环境，让女性劳动者“生育
无忧”。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马伟

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随“铸牢
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雪域高原
焕新貌”调研采访走进甘肃省甘南藏族自
治州合作市佐盖曼玛镇俄合拉村。极目远
眺，绿毯如波，溪流穿梭而过，在大地上画
出一道轻盈的弧线，骏马在蓝天绿草间悠
然漫步，干净整齐的民居依山而建，这正是
人们向往的“诗和远方”。

“颜值”“内涵”双提升
俄合拉村这座美丽的村庄，犹如一颗

玛瑙，镶嵌在美仁大草原到冶力关风景区
的黄金旅游线上。“‘俄合拉’是藏语‘俄合
儿’的音译，意思是白顶山，也被称为‘神的
留白地’。”俄合拉村一家民宿的员工尕旦
木草自豪地向记者介绍道。

俄合拉村距离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所
在地合作市区仅13公里，平均海拔3100
米，草场面积约1.4万亩，自然环境优美，
旅游资源丰富，是合作到冶力关旅游风情
线的“黄金驿站”。

但在2020年以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
象。

“以前村子里都是土路，一刮风，尘土
飞扬，一下雨，鞋子上、裤子上全是泥点
子。村民家门口的垃圾乱堆乱放，看起来
就像‘烂水滩’。”佐盖曼玛镇党委副书记魏
黎明说，“俄合拉村是一个典型的牧区，牧
民们为了方便放牧，长期以来都是人畜混
居，一楼养牲畜，二楼住人，粪便味一直萦
绕在村子里。”

为了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从2020年
开始，合作市先后投资4000余万元，实施
佐盖曼玛镇俄合拉旅游标杆村建设项目，
先后修建了游客服务中心、马队驿站、藏戏
文化广场及附属设施；实施村庄亮化、绿化
工程，对34户原始藏式村落进行了全面改
造，开展整治环境、人畜分离、改厕改院行
动；建设藏式精品民宿22间、铺设地下给
排水管网4000米，完成绿化面积5000平

方米。该项目在保留藏式建筑文化特色的
基础上，将原生态的高山峡谷、草原溪流等
自然景色与浓郁的民俗文化、游牧文化相
结合，为实现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建成集住
宿餐饮、文化休闲为一体的旅游新业态奠
定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自2021年项目建成运营以
来，俄合拉村每年接待游客约10万人，项
目带动全村34户196人致富，使农牧民群
众实现长期稳定增收。

“该项目的建成改善了当地农牧民群
众居住环境和发展旅游业的基础设施条
件，也让村民的收入显著增加。”佐盖曼玛
镇党委书记石永刚说。

如今的俄合拉村，道路宽阔平坦，村庄
集高端民宿、帐篷餐厅、藏家美食、马队驿
站等“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元素为一体，已
成为游客休闲旅游的打卡地，实现了村庄
环境和旅游发展的华丽“蝶变”，成为甘南
山清水秀、产业兴旺、治理有效、文旅融合

发展的一张耀眼名片。

“美景”变“钱景”
基础设施提升了，村庄环境变好了，作

为通往美仁国家草原自然公园和冶力关景
区的重要景观节点，俄合拉村该如何发挥
区位优势，让“美景”变“钱景”？其中一个
关键是发展民宿产业。

“这里原来是垃圾堆，现在成了‘一票
难求’的民宿。”魏黎明指着一幢带有木质
楼梯的白房子告诉记者。

今年5月，俄合拉村村民周加克摇身
一变，成为“佐央之家”民宿的老板。“以前
看别人开店赚钱，就想着为啥不自己干。
我把自己家重新装修改造后开业运营，今
年夏天的收入很不错。”说起开民宿的收
获，周加克满脸笑容。

近年来，俄合拉村村民相互借鉴经验，
发展出“围炉煮茶”“牦牛咖啡吧”“酸奶披
萨”等藏文化体验项目，融入都市元素。传

统与现代、中式与西式碰撞，孕育出不少
“网红”藏式民宿。随着特色民宿的运营，
俄合拉村成了甘南藏族自治州17个文化
旅游标杆村之一。

旅游生意愈加红火，放牧不再是村民
的唯一选择。在旅游旺季，俄合拉村的妇
女们大多到民宿、餐厅、咖啡厅等务工，男
人们则在马队驿站、藏戏文化广场从事旅
游服务工作，共享“绿色发展”红利。“现有
30多名妇女在村里工作，占工作人员总数
的80%左右。”佐盖曼玛镇干部杜凌霄告
诉记者，“村民不仅可以实现在家门口就
业，还可以通过把自家户前闲置的土地‘入
股’到村集体的形式，根据收益拿到相应分
红。2023年，全村累计分红135万元，户
均约5万元。”

游客越来越多，如何保持优美的环境
卫生，给游客最好的旅行体验，成了俄合拉
村村民致富增收的关键。

如今，村里有4名专职保洁员打扫公
共区域卫生。“我们一直向村民们宣传环
保理念，同时帮助民宿、餐厅老板改善店
内环境卫生。看到自己生活的草原越来
越美，村子的发展越来越好，村民也逐渐
从曾经的被动和不理解转变为积极参
与。他们不仅和村保洁员一起捡拾公共
区域的散落垃圾，还主动担负起自家房前
屋后的卫生清理工作。现在人人都是绿
色‘守护者’。”佐盖曼玛镇环境卫生干事
訾建强说。

“为了处理生活污水，合作市投资260
万元，在村子里建成了首个村级污水处理
厂。同时，干部村民齐上阵，清理生活垃
圾、村内河道塘沟和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
生产废弃物，全力打造宜居宜游的旅游
村。”石永刚介绍。

让草原更美、青山更绿、村庄更靓，老
百姓的钱袋子才能更鼓。“生态环境就是我
们最大的资源。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会
尽全力保护草原和村庄环境，将最美的俄
合拉呈现给大家。”谈及未来发展，石永刚
信心满满。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春霞

近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
起离婚案件，夫妻双方均不抚养未成年长女，
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并向双方当事人发出《关
爱未成年人提示》，督促双方肩负起法定义
务，努力化解矛盾，不得互相推诿抚养子女的
责任。关于该案，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专
访了相关专家。

在全国妇联维权智库专家、中华女子学
院法学院副教授但淑华看来，根据民法典、未
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
父母不能因为离婚而推诿对未成年子女的抚
养、教育、保护义务。法院从最有利于未成年
人原则出发，在夫妻双方没有处理好子女抚

养事宜的情况下，暂时判决不准离婚是合理
合法的。未成年人本身没有独立生活能力，
父母应当履行监护责任。如果夫妻双方离婚
后均不抚养未成年子女，子女的生活、学习可
能处于无人照料的状态，将严重侵害未成年
人的合法权益。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儿童工作智库专家、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雪
梅认为，法院的判决和提示充分体现了最有
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家庭在未成年人成长
中至关重要，父母离婚直接关系到未成年子
女的切身利益，如果没有妥善处理未成年子
女的抚养、教育、探望、财产等事宜，将存在未
成年人权益被严重忽视或侵害的情形，会直
接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成长发展。

“抚养未成年人是父母的法定责任，离婚
是父母的婚姻选择。”张雪梅告诉记者，当“最
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与“离婚自由”的原则
在同一案件中发生不一致时，如果离婚不利于
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未成年人的监护、
抚养、教育、探望等权益缺少保障时，法院应当
秉承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将能否妥善解
决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作为是否准予双方
离婚的考量标准，不宜草率判决离婚。这既符
合案件实际情况，也是法律精神的体现。

但淑华认为，虽然在夫妻双方无法就子
女抚养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法院可
以依法判决。但是离婚案件有其特殊性，离
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更需要双方的长期协
作配合。如果不能真正解决双方的矛盾争

议，即使法院作出判决，也可能在判决后难以
执行，案结事未了，同样不利于保障未成年子
女权益，所以法院判决不准离婚更符合法律
特别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精神。

“离婚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是巨大的。”
但淑华说，夫妻双方在处理离婚事宜时，应将
子女放在中心地位考虑，尽可能以和平方式
解决，减少离婚对子女身心健康的影响和伤
害，同时帮助子女适应父母离婚后生活和学
习环境发生的变化。

张雪梅认为，在离婚案件中，司法机关应
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延伸审
判职能，积极探索，将父母离婚“风波”对未成
年人权益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从根本上推
动解决家庭问题和婚姻矛盾。

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佐盖曼玛镇俄合拉村一角。 马伟/摄

在西藏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
校，“珠峰雪鹰”女子足球队队员
们在操场上训练（9月3日摄）。

在珠峰脚下的西藏日喀则
市，有一群逐梦的藏族女孩，她
们用脚下的足球，书写属于自
己的青春篇章。

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
“珠峰雪鹰”女子足球队成立于
2023年，由一群平均年龄只有
17岁的藏族女学生组成。进校
前没有足球运动基础，缺少训
练时间，缺乏专业装备……但
这些藏族女孩们始终没有放
弃，用行动表达对足球的热爱，
球队也在各类校园足球比赛中
崭露头角。

如今，球队的发展得到了
学校和社会的支持，为她们提
供了更多机会和平台。球队教
练王剑平是一名上海援藏教
师，他感慨道：“很多孩子因球
结缘，一个足球，一群伙伴，编
织了她们的足球梦想。这些孩
子年龄虽小，但她们能吃苦、肯
付出。烈日下，她们就像坚强
的格桑花般绽放。”

新华社记者 丁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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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