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逢毕业季，一纸实习证明成为在校大学生
顺利毕业的“刚需”。有需求就会有市场，一些
学生没有参加岗位实习，而是通过花钱来购买实
习证明。目前，虚假实习证明服务充斥网络，
“一条龙”服务诱导消费。
  “开实习证明”业务走俏，背后原因值得深
思。对于为何购买实习证明，有人认为实习“含
金量低”，有人认为实习对就业帮助不大，有人
不想成为“免费劳动力”，有人担心实习影响考
公考研找工作……在种种顾虑之下，一些学生就
想着花钱走“捷径”，弄个假实习证明应付
学校。
  虽然购买假的实习证明可能是一种“无奈”
的选择，但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不想实习、没有
时间实习、认为实习价值不大等想法，都应该引

起重视，并进行及时有效的教育引导。对学校来
说，要一纸实习证明不是目的，让学生在实践中
学习和应用知识、技能才是最重要的。
  虚假证明换不来真本事，经营人生更需要诚
实守信。买来的“实习经历”，什么也证明不
了，反倒让人因此丢了诚信，得不偿失。如果没
有踏踏实实找实习单位提升就业能力，而只是一
心想着走捷径花钱买一个章，实习证明成了虚假
交易的“商品”，实习就变味了、跑偏了。反观
商家帮助学生盖章，不仅违反了用章管理的规
定，还严重扰乱了市场，甚至涉嫌犯罪。
  治理虚假实习证明乱象，需多措并举。一方
面，要堵漏洞，在加大监管打击力度的同时，网
购平台要扎紧篱笆，利用平台规则以及大数据分
析方式，搜集并关闭隐蔽经营的商家。另一方
面，学校也应深化校企合作，开展带队实习、访
企拓岗，扎实提升学生的实习质量和就业能力，
灵活设计实习制度，避免考研和就业压力较大的
学生因实习陷入两难。此外，学校还应进一步加
强诚信教育，对于实习证明的检查要更加严格，
万万不能“只收不查”。
  说到底，实习是从大学到社会的一个过渡，
不仅可以帮助大学生检验技能、认识社会、明确
就业方向，还可以帮助毕业生实现身份和心态的
转变，有助于学生制定职业规划。每个学生都要
细细掂量，三思而后行，切莫让虚假实习证明坑
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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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部门促进家居消费 支持居民家居焕新

  记者近日采访发现，大学生毕业季
来临，虚假实习证明买卖随之火热。记
者在某社交平台以实习证明为关键词进
行检索，发现有十万余篇相关帖子，内
容涉及“实习证明购买”“实习证明进
档案吗”等方面，还有不少人在评论区
留言寻找获得实习盖章的途径。
        （据《工人日报》）

假实习证明糊弄谁呢？
□本报评论员 孙瑞荣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近日印发的《商务部等
13部门关于促进家居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18日对
外公布。通知提出，组织开展家居焕新活动，加大
优惠力度，支持居民更换或新购绿色智能家居产
品、开展旧房装修。
　　通知涵盖大力提升供给质量、积极创新消费场
景、有效改善消费条件、着力优化消费环境等四方
面11条具体措施。
　　在大力提升供给质量方面，方案提出，完善绿
色供应链、创新培育智能消费、提高家居适老化水
平。包括促进企业加大绿色家居产品研发力度，大
力发展绿色家装、装配式装修；加快智能家电等家
居产品研发；制定发布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加
快制定家居产品适老化设计通用标准。
　　在积极创新消费场景方面，方案提出，推动业态模
式创新发展、支持旧房装修、开展促消费活动。包括鼓

励有条件的地区有序发展二手家居流通产业；通过政
府支持、企业促销等多种方式，支持居民开展旧房装修
和局部升级改造；引导企业提高家居消费供给质量和
水平，提供更多高品质、个性化、定制化家居产品。
　　在有效改善消费条件方面，方案提出，发展社
区便民服务、完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促进农村家
居消费。包括引导家居企业、电商平台等下沉农村
市场；深入开展绿色建材下乡活动，有条件的地区
应对绿色建材消费予以适当补贴或贷款贴息；鼓励
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家电家具家装下乡。
　　在着力优化消费环境方面，方案提出，规范市
场秩序、加强政策支持。包括依法打击家居消费领
域假冒伪劣、偷工减料、价格欺诈等行为；鼓励行
业协会等探索实施家居行业“黑名单”制度；鼓励
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加强对家
居消费的信贷支持。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
部署开展“乡村著名行动”。该行动涵盖地名方案
编制、命名设标、文化保护、采集上图、信息服务
等地名工作的各个环节，致力于提升乡村地名建设
水平，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这是记者17日从民政部
2023年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据了解，随着时代发展，现代乡村正在发生翻
天覆地变化，乡村地名也呈现出数量密度需求不断
增加，需要整体性、前瞻性规划设计，标准化程度
要求提升，人们对乡村地名的特色内涵越来越重视
等特点。
　　近年来，民政部不断深化乡村地名信息服务，
持续加强乡村地名建设。聚焦乡村百姓出行导航、
快递物流不便的现实问题，先后指导互联网地图平
台规范标注乡村地名670余万条，新增地名覆盖全国
200余万个农村居民点，搜索点击量累计达数十亿人
次，有力促进了乡村百姓出行导航、快递进村、山
货进城。
　　此次“乡村著名行动”明确了5方面14项重点任
务，具体包括织密乡村地名网、健全乡村地名标志

体系、发展繁荣乡村地名文化、深化地名信息服
务、促进地名利农惠农等内容。
　　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副司长王晓东在发布会上介
绍，从2023年起，将利用3至5年时间使乡村地名工
作模式基本定型、工作路径基本成熟，乡村地名及
其标识的广度、密度、精细度适应乡村治理需要，
乡村地名文化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乡村
标准地名信息在各领域规范使用，乡村地名管理服
务水平实现跃升，地名助力乡村振兴作用得到充分
显现。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时，乡村
地名管理服务全面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城乡地
名公共服务实现一体化、均等化，优秀地名文化成
为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地名助力乡村振兴取得重
大成效。
　　“我们给专项行动冠以‘乡村著名行动’的名
称，一方面，著名作为动词使用时，有‘起名、命
名’的含义，体现要有好地名；另一方面，著名作
为形容词使用时，有‘扬名、闻名’之义，也是希
望全国的广大乡村能够通过地名闻名起来。”王晓
东说。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17日
发布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已联合印发
《关于补齐公共卫生环境设施短板 开展城乡环境
卫生清理整治的通知》。
　　通知提出，要积极总结推广浙江“千万工程”
经验做法，以环境清理整治为先手棋，深入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积
极稳步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营造干净、整洁、舒适的旅游居住环境。
　　通知还提出，要重点推进城市环境卫生清理整
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医疗卫生机构环境整
治，补齐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城乡垃圾污水治理、
医疗废物和污水综合处置能力短板，推动创新城乡
社会健康治理模式，以点带面夯实健康中国和美丽
中国建设基础。

六部门印发通知

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清理整治

我国发明专利

有效量达456.8万件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
长胡文辉在18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截
至今年6月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456.8万件，
同比增长16.9%，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稳中有进、稳
中提质。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有效注册商标
量达4423.5万件，累计批准地理标志产品2498个，核
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7173件。
　　胡文辉介绍，拥有专利的创新型企业数量增长
较快。截至6月底，我国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
业达38.5万家，较去年同期增加6.0万家，共拥有有效
发明专利260.5万件，占国内总量的七成以上。其中，
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拥有180.4万
件，同比增长23.3%，高于国内平均增速2.9个百分点。
　　同时，我国申请人向外知识产权申请更加活
跃。今年上半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国内申请人
提交的PCT国际专利申请3.3万件，同比增长7.1%，
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3024件，同比增长12.0%。
自2022年5月加入海牙协定以来，我国申请人月均
提交外观设计国际申请超过150件。
　　此外，我国知识产权进出口规模保持稳健增
长。今年1月至5月，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额为
1208亿元，出口额为369.8亿元，进出口额均实现增
长，知识产权贸易表现出较强韧性。

民政部启动“乡村著名行动”

我市32家企业参加华交会

达成意向成交额7860万元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伟）第31
届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于7月12日至15日在上海
举办。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此次华交会潍坊市32家
企业参展，占全省参展企业总数的14.2%；展位46个，
占全省展位总数的13.4%，参展企业和展位数量均居
全省前列。四天展期内，我市参展企业累计接待国内
外客商约1200人次，达成意向成交额7860万元。
　　本届华交会是疫情之后首次恢复线下展，共设
服装服饰展、纺织面料展、家庭用品展、装饰礼品展
四大专业主题展及境外展区、跨境电商展区两大专
业展区。大会设立创新奖，鼓励参展企业以新产品、
新技术、新理念、新款式赢得市场主动和更大空间。
我市潍坊荣汇进出口有限公司和孚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两家企业获奖，占全省获奖企业的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