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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诚月饼”事件暴露了一部分直播带货主播虚假宣
传、误导消费者的乱象，也反映出行业监管和相关法律法
规完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网络直播间不是法外之地，
带货主播和公司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而不顾社会责任，甚
至违反法律法规。有关部门应当加大监管力度，确保直
播带货行业的健康发展，营造公平透明的消费环境，从而
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秩序。

为带货主播戴上法律“紧箍”

近日，带货主播“疯狂小杨哥”及其公司“三只羊”在直播
间热推的“香港美诚月饼”因酷似香港知名品牌美心月饼而引
发热议。美诚月饼虽自称香港品牌，但香港无门店，实际运营
方为广州公司，其产地、质量等诸多细节也陆续遭到质疑。9
月17日中午，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称，对三
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直播中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
现已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

龚怡臻 整理点评

莫让网络谣言扰乱民心

台风“贝碧嘉”影响上海期间，网上出现“上海有人员因
台风被吹落高坠”的谣言。经上海警方调查，该视频内容系
外省市有人轻生跳楼，个别违法人员为博取流量而张冠李
戴，将事发地编造为上海浦东、闵行、青浦等地，并发布在网
上，引起群众恐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8名编造传播
谣言的违法人员被依法处罚。

在自然灾害期间，为博眼球而杜撰发布的此类网络
谣言不仅加剧了受灾民众的恐慌情绪，还严重扰乱了社
会秩序。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任何企图通过编造、传播
谣言而博取流量、扰乱人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受到法
律的严厉制裁。警方此举彰显了法律的权威，有利于保
障公众知情权，共同营造、维护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

据报道，中秋前夕，在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经营饭馆的程
亚娟向5名洪灾受灾学生捐赠了5000元，延续其22年爱心传
统。她不仅常送爱心面，还设置了“单人套餐”的暗号，有需要
的困难人士进店后只要小声告诉她暗号，便能解决一顿温饱。
食客们感动之余，自发捐款支持其善行，形成温暖循环。

爱心饭馆让爱循环

程亚娟的善举温暖人心。“单人套餐”暗号的创意形
式在帮助有需要的人的同时，维护了他们的自尊，并激发
了社会的爱心共鸣。看似平凡的善举不仅照亮了受助者
的心房，也温暖了整个社会。小小饭馆成为传递大爱的
平台，食客们自发捐款的善行正是善意循环的体现，充分
展现了人性的光辉和温度。

月满祝团圆
四海共婵娟

哈密哈密：：沿着天山山脉沿着天山山脉““追风逐日追风逐日””

“三有村”的幸福生活不只“三有”
——走访西藏首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 尹思源

又到一年中秋。自古以来，在中秋月圆之夜，赏月、吃月饼
寄托着中华民族对阖家团圆、幸福美满的美好向往。如今，丰
富多彩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各地上演，不同语言、肤色的
人们欢聚一堂，在音乐、诗文、美食中共同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中秋节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天
上月圆想到人间团圆，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浪漫情怀。文化
如水，源远流长。与中国一样，亚洲多国也有庆祝中秋的传
统。韩国将中秋称作“秋夕”，在这天有吃松饼的习俗；日本把
中秋节称为“月见节”，吃团子、赏月是当地的庆祝方式；越南
将中秋节和儿童节相融合，灯笼和玩具在这天必不可少……
就像月饼口味各异，中秋在不同国家展现着多姿多彩的文化
魅力。但不论形式如何变化，团圆、美好的寓意不曾改变。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体验中秋
习俗、感受中华文化。今年中秋节前夕，巴基斯坦商人布莱恩
在天津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第一次尝试亲手制作月饼；来自俄
罗斯的英语教师西玛在河北任丘写书法、做月饼，学习体验中
国传统文化；在河北北戴河，76名留学生一起聆听了嫦娥奔
月的古老传说……哈萨克斯坦留学生乌尔博尔辛·奥潘诺瓦
希望，回到哈萨克斯坦后能向家人介绍中秋节的故事。当这
些外国友人回到本国，中秋文化里祝福团圆的美好情感、倡导
四海共邀明月的宽广胸怀便随他们一起传到世界各地。

放眼海外，中秋节早已和春节、端午节一样，成为中华文化
与各国文化加速融合的“催化剂”。在德国柏林，众多中华文化
爱好者在中秋诗会上体验投壶、扇面绘画、书法等文化项目；在
澳大利亚，一场中秋晚会吸引了各界友好人士和华侨华人参
加；在巴西、比利时、克罗地亚等地，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也为
当地增添了别样风采……这些活动与当地地理人文环境融合
在一起，呈现出一幅幅独特的中秋风情集锦画，或热烈奔放或
含蓄隽永的庆祝活动让传统中秋佳节焕发出独特的生命力。

四海共婵娟，中秋文化“出海”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
契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秋文化中的“团圆”“美满”“丰收”等美
好愿景契合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促进合作共赢的美好意愿。
中华传统节日在全球掀起阵阵热潮，为全球文化图景增色添
彩，让“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意涵日益深入人心。

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以中秋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
化饱含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外文化交流将
进一步推动中外民间交往，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民心相通、互
学互鉴，为消弭分歧、增进合作贡献力量。 （新华社发）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袁鹏

“储能电站一次充放电达120万千瓦
时，相当于5万千瓦风电场全天满发所产
生的电量，可满足当地80万户居民同时用
电一天。”李帅自豪地说。

天山脚下，茫茫戈壁，一排排风力发电
机像一个个巨人矗立于天地间，由近而远，
看不到尽头，颇为壮观。日前，中国妇女报
全媒体记者随“追风逐日看新疆”主题采访
团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采访。中
国船舶集团风电发展有限公司哈密十三间
房风储电站的负责人李帅向记者介绍了电
站运行情况。

哈密市风能光能资源丰富，是全国风、
光资源最好的地区之一，其风能资源技术
开发量3.03亿千瓦，占全国陆地风能可开
发量的6%；太阳能资源技术开发量32.09
亿千瓦，开发潜力巨大。近年来，哈密市加
快构建以现代煤化工、新能源、新材料、装
备制造、现代物流、文化旅游等六大主导产
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力攻坚、创
新突破。今天的新哈密迈上了高标准、高
起点的发展之路。

戈壁上的奇观
十三间房风储电站距离哈密市约有4

个小时的车程，一路上都是荒凉的戈壁滩，
偶尔可以在路边看到一些维护公路的车辆
和工人。在快接近十三间房风储电站时，
随着一座座高大的风力发电机映入眼帘，
荒凉的戈壁上似乎突然有了生气。戈壁上
风机转动，蔚为壮观，堪称奇观。

风储电站位于风电场深处一个相对开
阔的山坡上，俨然就是一个荒漠中的孤岛。
电站包括职工们的生活办公区、储电设备区
等，现代化的工作环境和各种设施，似乎让
人忘记了这里的偏僻和环境的恶劣。

十三间房风储电站由中国船舶集团风
电发展有限公司在哈密市投资建设，总投
资55亿元，是新疆首个跨地域接入、单体
规模最大的风储一体化新能源项目。该项
目占地面积约 231 平方公里，建设 2座
220kV 升压站，安装 150 台中船海装
H176-6.7兆瓦低温型风电机组，配套建
设中船旗下风帆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30
万千瓦／120万千瓦时储能电站，运用风
储协同控制技术，实现对风资源的最大消
纳利用。该项目于2024年3月28日并网
发电，每年可贡献清洁电力约30亿千瓦
时，相当于每年节约标煤约90万吨，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量约280万吨，具有显著的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这个项目的运行，打破了地州市界
限，横跨哈密、吐鲁番两地完成绿电上网，

不仅盘活了全疆750千伏变电站资源，还
为创新电网接入模式提供了有益示范。”李
帅告诉记者。

据了解，近年来，哈密市立足资源禀
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加快培育包括新
能源产业在内的六大特色优势产业。现并
网电力装机达2817.6万千瓦，其中新能源
装机占比达68.1%，在建、拟建新能源项目
3175万千瓦，总投资超1200亿元。已建
成哈密南至郑州±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和
哈密至敦煌、烟墩至青海沙洲750千伏交
流通道在内的三条外送通道，哈密至重
庆±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将于2025
年底建成，规划到“十四五”末全市电力总
装机量5200万千瓦以上。

来自甘肃省张掖市的丁晓青是风储电
站仅有的两名女员工之一。丁晓青告诉记
者，她是去年大学毕业后来到这里工作的，
主要负责主控室值班、后勤、档案方面的工
作。虽然这里外部环境比较恶劣，但公司
对她和别的女员工都很照顾。

“身处戈壁，虽然条件差，生活各方面都
不是很方便，不过我相信在这里工作将是我
职业生涯中最有价值的阶段。”丁晓青说。

哈密新面貌
“我的工作主要是做数据记录统计，就

是在从硅原料加入设备，到生产出单晶硅
的这个过程中，对设备运行中的各种数据
进行记录。”在位于哈密市高新区的清电硅
业有限公司，女职工李玉贤正在观察记录
单晶硅生产设备电脑上的运行数据。

清电硅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单晶硅棒
的生产、销售，公司年产2.9万吨单晶硅
棒。该项目采用行业内最领先的单晶炉制
造设备，将半导体行业广泛使用的基体硅
材料，通过融化拉晶、切割清洗等工序，加
工制成太阳能电池芯片，组装成不同规格
的太阳能电池板后，便可广泛用于光伏发
电项目。

先进的设备、高大的厂房、尖端的产
品，看着从硅原料加入设备到生产出单晶
硅棒，再到冷却、打磨、初步切割等一道道
工艺，记者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撼。

“这里是我们最早的工业园区，目前我
们主打高新装备企业、新材料制造，其中新
材料制造企业属于国际领先水平。从最初
的作坊企业，到现在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
制造企业的入驻，可以说我们的高新区发
生了根本的变化。”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顾
浩瀚说。

记者还了解到，目前整个高新区共入
驻280多家企业，工人27000多人，本地职
工就业率达到40%。园区招收了大量的

技术工人，产业工人平均月收入在5000元
左右。

“高新区的建立，对带动我们当地的就
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顾浩瀚说。

目前，哈密市依托新能源开发，引进了
金风、中船、中车、三一集团等为代表的装备
制造企业29家，已建成全疆最大、产业链最
全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成功创建自治区级
风电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利用哈密市丰
富的铜、镍、钛、镁、钒、钼等资源，哈密市建
成钛及钛合金2万吨、金属镁3.5万吨、工业
硅6万吨的生产能力。同时哈密还在全力
打造以氢能、算力为主的新质生产力产业集
群。下一步，将重点推动新材料与绿电消纳
相融合，打造以钛基、镁基、硅基、铜基为主
的300亿级新材料产业基地。

从哈密到伊吾、巴里坤，从城市工业园
区到戈壁深处的风电企业，沿着天山山脉
追风逐日……今天的哈密，已经不是昔日
那个以哈密瓜而为人熟知的哈密。在高科
技、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中，今天的哈密正
在追风逐日，阔步前行。

“在哈密，我找到了自己的事业，让我
贪婪地在这里耕耘。今天我已经离不开哈
密，因为我的生命已经融入了这里！”这是
一位援疆干部来到哈密工作后的感言，也
是对今天的哈密最充满希望的赞美。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张凌漪

作为西藏首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位
于拉萨河畔的“三有村”颇有名气，这里的
居民原来住在达嘎乡、曲水镇、茶巴拉乡等
高海拔或峡谷地带，全部为藏族贫困群
众。2016年7月，村民搬进了“新家”，并逐
步实现了“有房子、有产业、有健康”的“三
有”生活。

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随“雪域
高原焕新貌”调研采访团来到三有村，发现
在江苏援藏项目的支持下，这里的184户村
民不仅实现了“三有”，更过上了“老有所养、
幼有所托”的幸福新生活。

走进三有村，水泥路宽敞、平整，两旁整
齐地排列着一幢幢红檐白墙的藏式二层小
楼，每户门前都带有独立小庭院，院外苗圃
里种着玫瑰、枸杞、雪菊等植物。村民家里
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生火做饭、取暖再也
不用牛粪饼，而是电、液化气或太阳能。交
通也很便利，门前是国道，屋后是铁路，出村
口坐公交半个小时就能到拉萨。

“除了养鸡场、温室大棚等产业，江苏投
资近700万元援藏资金，在村里建设了‘小
康车间’。”三有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桑珠
曲培告诉记者。

在“小康车间”的一间门面房里，缝纫机
“嗒嗒”声此起彼伏，曲水卓玛民族服饰农牧
民专业合作社的员工们正在赶制订单，其中
大部分员工都是妇女。

“现在的生活，以前想都不敢想。”39岁
的达嘎正在缝制“门帘”。她告诉记者，搬迁
前家里就靠丈夫一个人在外面跑运输，现在
丈夫在拉萨跑网约车，自己在村里的合作社
上班，每个月至少能拿到3000元底薪，做得
多还有提成，自己既能照看家庭，又多了一
份收入。

“我们主要生产唐卡、帐篷、民族服饰、
门帘、桌布等手工产品。”合作社负责人琼次
仁说，“为了提升销量，我们开辟了线上销售
渠道，并聘请村里的年轻人直播带货。”

24岁的巴桑就是其中之一，带货半年
来，她已经有了1万多名粉丝，现在平均一天
能销售20多单，一个月的收入超过5000元。

除了发展产业以外，江苏还投资了600
多万元援藏资金，在三有村建设了“幸福驿
站”，提供养老与托育服务。

当记者来到“幸福驿站”时，娱乐室内传
出歌声，老人们正在用藏语唱着歌曲《北京
的金山上》。

“这里聘请了两位本村的妇女，为18位
本村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
三有村驻村第一书记花德玛啦说。

其中一位驿站工作人员普珍告诉记者：
“驿站每天上午9点开门，9点30分左右老
人们会陆陆续续来到驿站。我们免费提供
一日三餐，并随时提供甜茶、酥油茶等。”

92 岁的德庆曲尼是这里最年长的老
人，她告诉记者：“我每天都来‘养老驿站’，
和同伴聊天。这里还有医生给我量血压，关
心我的身体状况。之前我眼睛看不清，去年
在江苏援藏项目的支持下做了手术，现在感
觉挺好的。”

除了养老设施，驿站内还有托育游戏活
动室、无障碍公共卫生间、亲子活动室、亲子
共享餐厅等育幼设施，在同一个屋檐下实现
了“朝阳”与“夕阳”的双龄共养。

“村卫生室的村医随时为老人保驾护
航，每个月还会有曲水县或者拉萨市的医生
上门为老人检查身体。”桑珠曲培说，“幸福
驿站”让年轻人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放开
手脚发展产业。三有村搬迁之前，人均年收
入不足3000元，而到2023年年底，这一数
字已增长到2万多元。

巴
桑
正
在
直
播
带
货
。
张
凌
漪/

摄

这是9月10日在新疆哈密市三塘湖风电场拍摄的电力线路、风机（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