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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不止3·15 还需紧盯365
□本报评论员 刘福文

  今年的3·15晚会以“用诚信之光照亮消费信
心”为主题，对假冒伪劣产品、电信和网络诈骗、互
联网直播间乱象等现象进行曝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
已经行动。
  3·15晚会已经举办多年，但依然备受社会关
注，原因在于，它既是对这一年各消费领域侵权现象
的有力揭露和总结，又是聚焦各类新消费、新趋势的
经济观察，起到一定社会导向作用。每一年晚会主题
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也让我们看到消费领域存
在的问题呈现出了新变化。
  当然，作为消费者，肯定不止希望自己的权益仅
在3月15日这天被保护，那些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也
不应该只在这一天被曝光。节目播出后，各地火速表
态与雷霆行动，让人感到了3·15的威力，纷纷“立
正挨打”、坦诚道歉。但在重拳出击之后，没有被曝
光的企业就可以松一口气、高枕无忧，消费者就可以
放心踏实购物了吗？当然不是。如果仅限于节日前后的
紧急突击，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疑违背了设置消费

者权益日的初衷，让全国关注的全民打假盛会，演变为
一场见好就收的作秀。
  客观讲，长期以来，经过市场监管部门、消费者协
会、媒体、广大消费者的共同努力，我国整体的市场秩
序更加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更加有力，这是让人欣喜
的进步。但仍然存在一些消费领域的问题给我们警醒：
消费者权益保护是长线工程，企业的不法行为和市场
监管反复拉锯，稍有松懈就会反弹。因此，作为“打假
日”，3·15的震慑影响和教育意义要覆盖全年，真正提
高消费者维权意识，督促有关行业落实整改。
  必须认识到，曝光、维权只是基础性工作，维护消
费者权益不能止步于此。尤其是疫情结束后，如何提振
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助力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摆
在各地政府面前的一道必答题。有关部门要以3·15为
契机，顺应消费需求多元化趋势，推动消费供给提质升
级，打造更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只有消费者、经营
者、监管者等多方发力，推动协同共治，才能真正为消
费者排忧解难，让他们敢消费、能消费、愿消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年3·15晚会曝
光了“香精勾兑的泰国香米”“不可注射的
美容针”“头盔厂家用回收料”“苦情戏直播
局中局”“免费评书机暗藏天价神药骗局”
“ETC卡禁用短信骗局”“水军操盘直播间
诱导跟风下单”“景区高空项目安全带不
安全”“废旧绝缘子刷刷即上市”“免费
破解版App成手机窃听器”“高标准农田的地
下漏洞”等问题。晚会播出后，多地市场监管
局已连夜行动。     （据中新网）

“沿胶济铁路文化体验线”宣传推介活动举行

“行走百年胶济 高铁环游齐鲁”邀您出发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为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
托育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3月15日发布
《家庭托 育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根据征求意见稿，家庭托育点是指利用住宅，
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
时托等托育服务的场所，且收托人数不应超过5人。
　　举办家庭托育点，应符合地方政府关于住宅登
记为经营场所的有关规定，并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
门依法申请注册登记。登记名称中应注明“托育”
字样，在业务范围（或经营范围）明确“家庭托育
服务”。
　　家庭托育点应为婴幼儿提供生活照料、安全看
护、平衡膳食和早期学习机会，促进婴幼儿身心健
康发展。
　　征求意见稿规定，家庭托育点举办者应身心健
康，无精神病史，无犯罪记录。家庭托育点照护人
员还应符合下列条件：具有保育教育、卫生健康等

婴幼儿照护经验或相关专业背景；受过婴幼儿保
育、心理健康、食品安全、急救和消防等培训。家
庭托育点举办者同时是照护人员的，应符合上述
条件。
　　家庭托育点每一名照护人员最多看护3名婴幼
儿。家庭托育点婴幼儿人均建筑面积不应小于9平
方米。
　　家庭托育点应提供适宜婴幼儿成长的环境，通
风良好、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照明舒适。家庭托
育点不得设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不得设置在
“三合一”场所和彩钢板建筑内，门窗不得设置影
响逃生和消防救援的铁栅栏、防盗窗等障碍物。
　　征求意见稿明确，家庭托育点应设置视频安防
监控系统，保持收托婴幼儿期间设防，婴幼儿生活
和活动区域应全覆盖。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
90日。家庭托育点应与婴幼儿监护人协商，签订书
面协议，就托育服务中双方的责任、权利义务以及
争议处理等内容达成一致意见。

家庭托育点试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面向3岁以下婴幼儿 收托不应超5人

  本报综合消息 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
农业产业发展，关系农民切身利益。3月16日上
午，在2023年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视频会议
后，山东接续召开全省视频会议，部署相关工作。
记者获悉，山东将聚焦种子、肥料、农药等热销农
资，盯紧城乡接合部、农资经营集散地等重点区
域，对农资生产企业和经营单位集中开展一次春耕
农资拉网式排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让农民
群众用上放心种、放心肥、放心药。
　 当前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时期，农资处于产销用
旺季。山东明确，要坚持问题导向，做好精准打
击。种子重点打击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生产销售假
劣、套牌侵权种子，无证生产经营等行为；农药重
点打击农（兽）药隐性添加问题，尤其是在常规农
药中添加百草枯、克百威等禁限用成分，在生物农
药和兽用中成药中添加化学成分等行为；肥料重点
打击有效成分含量不足、复混肥冒充复合肥、套牌
侵权、标签标识不规范以及无证、伪造登记证等
行为。

我省部署开展

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

山东2023年高考

体检时间定了
  本报综合消息 3月15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发布了《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致
考生的一封信》，明确高考体检安排在3月20日-4
月20日进行。
  体检是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重要一环，凡报名
参加2023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考生均须参加体
检，且须参加规定要求的所有项目检查，并根据体
检项目按相关规定交纳体检费。已通过高职（专
科）单招和综合评价招生等方式提前录取的考生也
必须参加体检。不参加体检或体检项目不完整将影
响考生后续录取工作，导致无法正常进行学籍
注册。
  为尽量减少疫情风险，切实保障考生健康，对
省内高中阶段学校应届毕业生原则上仍采用“体检
进校园”方式，考生体检在生源学校校内进行；社
会考生及外省就读的考生体检安排在县级招生（考
试）委员会指定医疗机构进行。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宋玉璐）3月
16日上午9时许，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
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文学艺术届联
合会、国铁济南局共同举办的“沿胶济铁路文化体
验线”暨“行走百年胶济 高铁环游齐鲁”宣传推
介活动在济南西站举行。
  上午10时25分，搭载着500多名体验游客的
G9227次——— 首趟冠名列车准时从济南西站驶出，一
份齐鲁大地的文旅“满汉全席”正式拉开帷幕。
  山东辖16市，“复兴号”动车组有16节车厢，本次
文化专列巧妙运用“一市一车厢”的形式，布置了城市
符号鲜明的文旅精品展览。游客们步入车厢，映入
眼帘的是一幅幅展示山东美景、美食的精美吊旗，
一张张绘有手造、非遗项目的贴画，将车厢内装扮
得“山东范”十足；十多位非遗文化传承人现场搭
台，将山东快书、胶州八角鼓、蹴鞠、柳琴小戏、
潍坊茂腔、聊城古琴、沾化渔鼓戏等文艺表演送到
游客身边，各个车厢内掌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隆盛糕点我知道，是青州名吃，我家里人可
喜欢吃蜜三刀了！”“你们的景芝酒好啊，入口柔
和，回味中还带着芝麻香。”“这个字怎么念？náo吗？

峱宝宝，这是一种什么动物？”……走进潍坊车厢，两
只气场“拉满”的龙头蜈蚣风筝一下子将游客们拉入
“有‘鸢’千里来相会”的文化氛围之中，小小的车厢内
摩肩接踵，人气火爆。隆盛糕点、寿光果蔬脆、临朐柿

制品、诸城绿茶、潍县萝卜，满是令人回味无穷的
潍坊好味道，核雕、泥叫虎、面塑、红丝砚、布老
虎、同文堂毛笔、扒绣包、刺绣挂件、恒盛斋潍县八大
件尽显民间大师的潍坊好手艺，青州文创峱系列产
品、高密红高粱文创虎、潍物文创、谦和文创古琴音箱
古今元素大胆碰撞出潍坊好创意。
  听到车厢内茂腔演员的出彩表演，身为老乡的
高密游客李金波坐不住了，当即一展歌喉，来了一
段茂腔经典《罗衫记》，引来一片叫好声，将车厢
内的热烈气氛推向顶点。
  市非遗保护协会会长范新建说：“潍坊一万六
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民间艺术与手工艺繁荣，
风筝、木版年画名扬天下，‘世界风筝都’‘世界
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东亚文化之都’‘国际
和平城市’享誉海内外。有‘鸢’千里来相会，热
情好客的潍坊市民，热烈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前来
旅游休闲，放飞人生梦想。”
  建设“沿胶济铁路文化体验线”，打造“行走百年
胶济 高铁环游齐鲁”文旅品牌是文化体验廊道建设
的重点任务之一。我省将于3月中旬至5月上旬，组织
开展“走文化廊道、进经济园区、看山东高质量发展”
行进式主题采访活动，沿黄河、沿大运河、沿齐长城、
沿黄渤海四大文化体验廊道和沿胶济铁路文化体验
线，深入重点项目、经济园区、厂矿企业挖掘典型亮
点，充分展现山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