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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林志文 高峰
□ 见习记者 车雨萌 高舒帆

宝藏来了！“三鱼共首”石刻、广西各民族刺
绣、各民族服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刘三姐
歌谣”……走进广西民族博物馆展出的“广西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文化展”，丰富的文物和
展品目不暇接，多彩的民族文化感染人心。

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赴广西各地采访
调研。无论是“鱼峰歌圩”的动听歌谣、龙脊梯田的
壮美风景，还是传统瑶医药、一碗螺蛳粉带来的大
产业……多彩文化闪耀八桂大地，各族群众共创幸
福生活，生动讲述了民族团结进步的广西故事。

传播民族文化，共创美好生活
“柳州有个鱼峰山，山下有个小龙潭，终年四

季歌不断，都是三姐亲口传。”走进位于柳州鱼峰
公园的“鱼峰歌圩”，耳边不断响起这首群众耳熟
能详的民间歌谣。这首歌谣是刘三姐与鱼峰山历
史渊源的写照，反映了柳州山歌的源远流长和广
泛的群众基础。

记者在歌墟现场见到了正在直播唱山歌、拥有
超百万粉丝的“山三妹”。出生在融水苗寨的她，从
小喜欢电影《刘三姐》，爱唱山歌，想成为“现代刘三
姐”，所以取名“山三妹”。刚唱山歌的时候，身边的
歌手都是老人，但她在上网时发现，在互联网上唱
山歌能吸引很多流量和关注度。于是她将传统山
歌改良成了通俗诙谐的山歌，没想到迅速在网络上
流行起来。她兴奋地说：“‘鱼峰歌圩’成了山歌传
唱的新阵地，传唱千年的山歌涌动起青春的浪潮。”

在鱼峰公园现场，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歌墟，山
歌飘荡在鱼峰山上空，热闹非凡。据了解，鱼峰公

园的“刘三姐”鱼峰歌圩大舞台每年举办各类演出
活动约50场次，连续八年举办“鱼峰歌圩·三月
三”传统山歌邀请赛，每年在鱼峰公园参与山歌传
唱的各族群众近10万人次，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样与老百姓生活融为
一体的文化活动，这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
化现象，在八桂大地随处可见。

在风景如画的龙脊梯田，记者见到了另一番景
象。大寨村老支书潘保玉表示：“大寨村民始终秉承

‘种田就是种风景’的理念，世代传承梯田耕种‘十二
道工序’，千年农耕文化让游客流连忘返。”

在龙胜，除了梯田景观，还有极具特色的红瑶
歌舞、长发梳妆、“晒衣节”（农历六月初六）等人文
景观。每到农历六月初六“晒衣节”，这一天家家
户户都要将收藏在箱底的红衣、裙摆、头巾、坎肩、
腰带等一一挂出，晒去湿气，晒去霉气，晒出瑶家
的喜气、瑞气和运气。红瑶服饰国家级传承人潘
继凤告诉记者，红瑶服饰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衣
物，还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其精美的银饰、绣
花和绑带等，不仅展现了瑶族女性的美丽和心灵
手巧，还体现了瑶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发展民族产业，携手共同致富
“水稻就是风景线，梯田就是金饭碗”，龙脊梯

田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乡村振
兴之路。

“看照片上这位阿姐笑得多开心啊，她是种植
户胡姐，家里跟着我们一起种植药材。胡姐没来
我们这里之前，家里的田里种植玉米和花生，一年
的收入大概1万元。跟着我们种植佩兰药材后，
每年增收五六万元。”广西金秀汇萃本草瑶药产业

有限公司种苗部主管梁柳青介绍了种植户通过种
植瑶药材增收致富的故事。

金秀瑶族自治县有着“中国瑶医药之乡”的美
誉，药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达到1351种，是全球
最大的瑶药材基因库。该公司依托这一得天独厚
的优势，结合现代科技，成功研发出一系列瑶药浴
产品，并积极带动县内各民族群众增收致富。截
至目前，已带动成立合作社5家，共发展瑶药种植5
万多亩，带动全县各族群众8000多人发展瑶药种
植，帮助农户实现平均年增收超过1万元。

在广西，另一个“神奇”的产业是螺蛳粉。“柳
州螺蛳粉是众多少数民族饮食文化交融互鉴的产
物，承载着不同民族文化的记忆。螺蛳粉的‘基
因’里，既有侗族、苗族的‘酸食’文化，也有壮族的

‘稻作’文化，还有柳州先民的‘食螺’文化，更有现
代的饮食文化。”广西螺霸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

“这是我做过最满意、最自豪的一份工作。”38
岁的壮族女工莫洁林自豪地告诉记者。莫洁林是
广西来宾人，以前做过销售、家政等工作，5年前进
入公司从事包装工作。刻苦工作的莫洁林逐渐成
长为一名熟练的车间工人，工资收入比以往翻了一
番。2022年，为了解决孩子读书的问题，莫洁林买
了两室一厅的学区房，彻底在柳州安了家。提起自
己的工作，莫洁林十分激动，“不管走到哪里的超市
都能看到我们的螺蛳粉，我非常自豪。”

在螺霸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像莫洁林这样
的少数民族员工占在职员工总数的70%以上。据
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一直以来注重各民族平等
互助、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努力把“螺霸王”打造成
有温度的民族品牌，并主动参与乡村振兴，促进各
民族共同团结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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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D作为“救命神器”，其设立初衷便是在心脏骤停
的“黄金4分钟”之内开展急救，从而提高抢救成功率。然
而“扫码开门”的设计，无疑是关键时刻阻碍救治生命的

“绊脚石”。为了“方便管理”便一锁了之，让AED变成昂
贵的摆设，有关部门的懒政行为必须纠正。除了设立相
关设备，有关部门还应定期管理巡查维护，真正发挥AED
的“救命”作用，为公众的生命安全筑起一道坚实防线。

别让“扫码开门”成为生命安全“绊脚石”
日前，据网友发布的视频，一男子在海口汽车西站候车室

突然倒地，周围有多人施救，但一旁封存着AED的柜门需用
微信扫码才能打开。海口市120急救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客
运站的AED设备安装时间较久，当时的设计为实名认证，需
要通过扫码授权认证使用。如扫码失败，可使用其他辅助措
施，即设备侧面的安全锤。

孔一涵 整理点评

添加显著标识，让AI造假“无处可藏”

9月14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人工智能生成合
成内容标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
提出，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
生成、合成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信息。人工智能生成
合成内容标识包括显式标识和隐式标识。根据征求意见稿，
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有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进行标识。服务提供者提供生成合成内容下载、复制、导出
等方式时，应当确保文件中含有满足要求的显式标识。

如今AI生成的文字、图像和视频质量越来越高，效
果越来越逼真，AI 技术应用已是大势所趋。然而AI生
成内容的滥用和误用，也同时侵蚀着网络信息的真实
性。为了利用好这柄“双刃剑”，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及时
且必要。显著标识AI生成内容，不仅是对公民合法权益
的保护，更划下了真实与虚假间不可逾越的界限，维护了
社会信任体系，而在更加清朗的网络空间中，AI技术也
能够更加安全、有序、可持续地得到发展和应用。

近日，贵州一名网友黄先生接连在贵阳、六盘水等地的公
立医院附近发现“医托”的存在。一名患者因为听力问题被骗
至诊所，花费3960元购买了成本仅为42元的药物。据报道，
这些“医托”常常出没于正规医疗场所及周围，以患者、老乡等
身份搭讪患者或其家属，通过“自己有类似病情”等话术，推介
医疗服务或诱骗患者到其他小诊所看病，往往患者花了钱，医
疗效果却难以得到保证。

遏制“医托”乱象要治标更要治本

屡禁不止的“医托”本质上是利用患者求医心切、信息
不对称而进行的欺诈牟利行为。要医治“医托”顽疾，不仅
要以严厉执法“治标”，更要以清除“医托”活动温床为目标

“治本”；要加强跨部门协作，巡查监控医疗机构周边环境，
精准严厉打击“医托”行为，更要加强对患者的信息普及，
并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和服务质量，推动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从根本上清除“医托”诞生的土壤。

预防青少年滥用药物
需 要 形 成 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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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文身，让青春不被“刺”痛！
浙江平湖为未成年人筑牢法治防线

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 游情天

走进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消费者权益保
护中心“共享法庭”，一场关于未成年人文身
纠纷的调解正在市场监督管理局消保科工作
人员的主持下进行。

来自江西省的小杰（化名，16岁）因在平
湖市某文身店文身，家长得知消息后，愤怒之
余向消保中心投诉，要求商家赔偿清洗文身以
及皮肤损伤修复的费用。得知纠纷后，平湖市
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张黛琳在“共享法庭”
线上平台的另一端，耐心倾听双方诉求，分析
各方过错，耐心指导调解。她的声音温和而坚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及《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任何企业、
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不
得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文身。”

经过数小时的沟通，双方在人民法院和
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人员的组织、参与调解
下，最终达成和解，商家同意赔偿3万元。“这
次事件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家庭教育的不足，
以后一定会更加关注孩子的成长。”小杰的父
亲如是说。

近年来，文身“低龄化”现象日益凸显，给未
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为
此，平湖市人民法院开展系列活动，以法治力量
守护青春，让每一份纯真不再被“刺”痛。

为从根本上减少此类像小杰父母和文身
店商家之间的纠纷，平湖市人民法院联合平

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平湖市文身从业
者大走访活动。

近日，平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保科
副科长鲁勇华和平湖市人民法院巡回法庭
法官助理刘景廷走进了一家家文身店。

“商家朋友们，请仔细阅读这份《自觉合
规经营 拒绝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法律
风险提示手册。”他们一边发放手册，一边详
细讲解相关法律规定及从业风险，宣传典型
案例，并在店铺内明显位置张贴“不得向未成
年人提供文身服务”提示牌，引导商户增强未
成年人保护意识，依法合规经营，同时提醒着
每一位踏入门店的顾客。

为了让更多未成年人增强法律意识，拒
绝青春“刺”痛，平湖市人民法院通过“共享法

庭”开展了线上“开学法治第一课”。9月13
日，在“共享法庭”法官工作室里，立案庭法官
助理刘亚琴为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全体
学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普法讲座。

“同学们，文身不仅可能损害你们的皮肤
健康，还可能对你们的未来造成不可逆转的
影响。”刘亚琴通过追溯文身的历史起源，聚
焦社会问题，分享热点案例，引导学生们树立
正确的审美观和健康观。“我们要做新时代文
明好少年，对文身说‘不’！”线上讲座结束后，
学生们纷纷说。

随着一系列活动的深入开展，平湖市未成年
人保护的法治防线正逐步筑牢。下一步，平湖法
院将继续发挥法治力量，加强与各部门的协作配
合，共同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 王琦

“分享我的一周美味健康养生食谱：周一金刚××、周
二×金刚、周三苯海×、周四右美××……快来试试吧！”年龄
显示为“00后”的小游前不久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这样一份令
人触目惊心的“食谱”。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有不少青少年像
小游一样沉迷于“嗑药”，并用暗语分享超量服药后的感受。
青少年药物滥用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亟待多方
共同发力，形成预防与治理的合力。

青少年药物滥用的危害巨大，不仅会对青少年的身体健
康造成直接损害，如肝脏、肾脏等器官损伤，甚至危及生命；还
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导致情绪失控、焦虑、抑郁等
心理问题，还可能引发暴力倾向、自杀意念等行为，给家庭和
社会带来巨大隐患。

要预防青少年滥用药物，首先需要强化药品流通监管。
相关部门应加大对药店特别是线上药店的监管力度，确保处
方药销售严格遵循“先方后药”的原则。对于违规销售处方药
的行为，依法予以严惩，以儆效尤。

其次，网络平台在预防青少年药物滥用方面也应承担相
应责任。平台应加大对涉药信息的审核力度，及时发现并删
除违规内容。还应积极开展青少年药物滥用危害的科普宣
传，提高青少年的自我防范意识。

当然，预防青少年滥用药物还需要家校和社区的共同努
力。家长应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与交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状况，及时发现并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学校应将药物滥用
预防教育纳入课程体系，通过课堂教学、主题活动等形式普及
药物知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观念。社区也应积极开展宣传
活动，为青少年营造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

预防青少年滥用药物并非一蹴而就之事，需要全社会的
共同关注和长期努力。我们必须从强化药品流通监管、加强
网络平台信息审核、家校社区联动等多方面入手，形成全社会
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以体育的力量为青少年成长保驾护航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聚焦体育强国建设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高舒帆 发自
北京 9月1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
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
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回应了相关热点问题。

“青少年健康成长事关国家发展、民族未
来。”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新表
示，要始终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不断
加大工作力度，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青少年
健康成长方面的独特作用。

张新表示，体育总局以主题示范活动为
引领，推广普及青少年体育活动。自2021
年起，体育总局联合多部门深入实施“奔跑
吧·少年”主题健身活动，面向全体青少年开

展体育竞赛、体育文化教育、健康体测、技能
展示等，参与的青少年超过1.2亿人次。

今年8月，体育总局还在江西南昌举办全
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来自全国各地超过
2000名青少年参加了足球、篮球、排球、武术、轮
滑、跳绳、攀岩等项目的体验。奥运冠军潘展乐
等奥运健儿号召广大青少年走进体育场，走到
阳光下，在体育锻炼中强健体魄、突破自我，又
一次引领了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潮。

张新表示，国家体育总局正在通过多方
面的努力，让广大青少年了解体育、学习体
育、热爱体育、享受体育，以体育的力量为他
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张新介绍，体育总局以科学健身为指引，强
化体质健康干预工作的力度。着眼青少年近
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问题，组织专家
编创和面向社会征集健身指南与运动干预手
段，编写系列科普读物，创编“近视防控操”“脊柱
健康操”等，开发体育游戏和运动健康课程，持
续为青少年提供科学的运动健身方案。

张新表示，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是青少
年参与体育锻炼、学习体育技能、提升竞技水
平的重要阵地。据统计，目前全国有超过3
万家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

如何管好用好这些培训机构？张新介
绍，为管理好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体育总局

先后印发《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关于进
一步规范和发展体育培训的意见》等文件，初
步形成了监管政策框架。指导各地体育行政
部门研究出台体育类培训机构的设置标准，
逐级压实监管责任，建立工作机制。

目前，部分地方在开展指导服务、规范人员
资质等方面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
例如，建立培训机构库和从业人员“白名单”，开
展培训信用评价和人员统一培训，建立监管信
息库并实施培训机构台账动态管理等。

“通过对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业的不断规
范，努力实现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让家长买
得放心，让孩子学得开心。”张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