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主任：陈晨 编辑：于斌 美编：许茗蕾 校对：刘辉  2024年6月11日 星期二02

微短剧短时长不能“短”质量
□本报评论员 赵春晖

  6月1日，网络微短剧管理新规定正式
实施生效，新规要求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属
地管理责任、平台主体责任，对微短剧实行
“分类分层审核”，未经审核且备案的微短
剧不得上网传播。 （据《北京日报》）

我市发布高森林火险橙色预警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益阁）6月
10日，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通知，预
计10日至13日我市仍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经综合
研判，特发布高森林火险橙色预警。
　　受大陆暖高压脊影响，预计10日至13日我市仍将
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38℃～39℃，部分
地区40℃以上。此次高温天气持续时间长、温度高，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内可燃物极易燃烧和蔓延。
经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综合研判，特发布
高森林火险橙色预警。
　　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当前严峻的森林防火形势，坚
决克服侥幸心理和松劲心态，压紧压实森防责任，全
面督导检查工作落实；严格火源管控，坚决停止一切
林区野外施工用火，严厉查处违规用火行为；严密排

查整治火灾隐患，综合采用洒水增湿、植保无人机带
水巡查、增加巡逻人员和巡逻时间频次等针对性措
施；密切关注天气情况，主动加强火灾风险研判，严
格落实各项应急响应措施；调整力量部署，专业队伍
靠前驻防、携装巡护；加强应急准备和值班值守，确
保科学高效处置；及时准确规范报送火情火灾信息，
严禁迟报漏报瞒报。

  风吹麦浪，麦穗清香。时下，农业大省山东进
入小麦大面积收获期。在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于河
街道陈平家村，农机手们驾驶着联合收割机在麦田
里驰骋，金黄色的麦粒很快装满车斗。
　　“今年小麦平均亩产达到1200斤，比去年增产
8%，又是一个丰收年。”站在地头，潍坊绿野农
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马建海笑着说。
　　潍坊是山东产粮大市，全市小麦种植面积超过
575万亩。作为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绿野合
作社目前集中流转耕种了3.2万亩地，还为7万亩地
提供托管服务。
　　“干农业就要算精准增粮账。”从事粮食生产
近20年的马建海告诉记者，俗话说“八成熟，十成
收；十成熟，八成收”，小麦成熟期分为乳熟期、
蜡熟期和完熟期，如果收早了，小麦灌浆不完全，
产量会下降；如果等到小麦完熟，籽粒养分会倒流
回秸秆造成粒重下降，机收时还因干燥极易掉粒。
　　“我们选择在小麦蜡熟期八成熟时精准收获，
这时籽粒饱满、机损率低，每亩地能多收50斤麦
子。”马建海说，小麦早收后，第二季的玉米能早
种一星期，秋收时平均每亩还能增产100来斤。
　　粮食收获时如果遇到阴雨天气、不能马上烘
干，就意味着减产。记者在绿野合作社的粮食烘干
中心看到，一车车刚收获下来的小麦被投入烘干设
备进料口，烘干后的粮食被存入仓储库房，既减少
了不利天气影响，还能通过调节销售价格额外增加
一部分收益。
　　“2022年，邻省部分地区麦收季节遭遇‘烂场
雨’，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马建海说，“在潍城

区党委政府帮助下，去年我们投资2400万元针对粮
食减损环节‘补短板’，上马了两组烘干设备，可
日烘干小麦2400吨、玉米900吨，还建设了仓储库
房和晒场，可以确保我们和周边群众收粮无忧。”
　　一体化经营还催生共同致富账。近年来，潍城
区积极推行土地规模化流转、一体化经营模式，支
持合作社“抱团发展”，进一步激活农村资源要
素，实现土地“活”起来、粮仓“鼓”起来、村民
“富”起来。
　　于河街道党工委书记李丽说，按照绿野合作社
的“保底+分红”模式，每亩地支付给农户800元的
保底收益，种粮收益由农户、村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绿野合作社分别按30%、40%和30%的比例进行
分红。
　　“我们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整合了700余亩
地，通过集中流转种植增加了产出效益，去年村集
体增收近30万元。”于河街道东何村党支部书记陈
永学说。
　　马建海介绍，他们提供耕、种、管、收“一条
龙”服务，既解决了农村老龄化面临的“谁来种
地”问题，又通过降成本、提效益，平均每亩地盈
利600元，去年带动村集体、农户共计增收1000多
万元。
　　“合作社算的是农民增收的经济账，政府要算
粮食安全的大账。”潍城区委书记刘金国说，每亩
地一年多收150斤粮食，光绿野合作社流转和托管
的10万亩地一年就能增产1500万斤。粮食增了产，
农民增了收，粮食安全有了更好的保障，这账咋算
都合算。        新华社济南6月9日电

新华社聚焦山东潍坊：

种粮大户算起夏粮丰收“三本账”

  网络微短剧，因其时长短、节奏快、“爽
点”密集、更新迅速、剧情跌宕起伏、能填补
受众的碎片化时间等特点，迅速成为短视频领
域的“流量高地”，有了非常可观的收益和广
阔的发展前景。
  不过，网络微短剧在赢得流量和收益的同
时，也暴露出不少乱象。与长视频主要以广告
和付费会员服务盈利的模式不同，微短剧更多
靠得的是付费订阅。很多网络微短剧为了谋求
利益最大化、赚“快钱”，在内容创作上动起
了歪心思，不少微短剧不同程度存在色情、低
俗、暴力等元素，质量低劣、格调低俗、粗制
滥造，没有提供正确的价值观导向。
  网络微短剧的确有热度，但不代表其可以
无视争议、野蛮生长，否则只会对创作生态和
行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微短剧理应厘清定

位，明确肩负的使命，吸引流量的同时更应该
注重质量。
  微短剧，“短”的只是时长，绝非品质
和价值。对于靠“擦边”内容博眼球、破坏
平台良好生态、扰乱网络传播秩序的网络微
短剧乱象，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加大对违规微短剧的监管和打击力
度，净化行业生态环境。平台更应该严把内
容审核，确保播出的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和社会公序良俗，不给有“毒”的微短剧留
下生存空间。
  制作方也应该明白，微短剧作为公共文
化产品，不应该只把自己定位成“流量收割
机”，讲好高品质故事、承担社会责任也是
应有之义，树立精品意识才是微短剧能够长
远发展的流量密码，谁能先把品质提升上
去，谁就能在这片广阔蓝海的激烈竞争中占
得先机。
  网络微短剧只有从高流量走向高质量、从
粗制滥造走向精品化，真正实现体量微而价值
不“微”、时长短而品质不“短”，在保持
“短平快”核心特点的基础上，兼具艺术性、
思想性与观赏性，才能建立起核心竞争力，在
创作与传播上走向更广阔舞台，收获更多观众
的良好口碑，进而走向“长红”之路。

五部门部署水泥行业

节能降碳专项行动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能源
局等部门近日发布《水泥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
划》。
　　行动计划提出，2024年至2025年，通过实施水泥
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新形成节能量约500
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1300万吨。
　　行动计划还提出，到2030年底，水泥行业产能布
局进一步优化，能效标杆水平以上产能占比大幅提
升，整体能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用能结构更加优
化，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我市15日试鸣防空防灾警报

端午节假期

国内旅游出游1.1亿人次
  据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记者10日从文化和旅
游部获悉，2024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
总体平稳有序。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全国
国内旅游出游合计1.1亿人次，同比增长6.3%；国内游
客出游总花费403.5亿元，同比增长8.1%。
  假期中，各地纷纷推出特色活动、新型消费场景
和惠民措施。各地还将传统民俗、民间艺术有机融入
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戏剧场、电影院等文化空
间，丰富文旅融合新场景。
  大批游客选择在本地休闲或近程旅游，城郊亲
水、采摘、农事体验、露营等项目受到青睐，文化场
馆、商业街区成为游客的主要游憩空间。

  本报讯（纪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规定，市政府定于6月15日11：30至12：00，在奎
文区、潍城区、坊子区、寒亭区，高新开发区、滨海
开发区、综合保税区、峡山开发区，青州市、诸城
市、寿光市、安丘市、高密市、昌邑市、临朐县、昌
乐县城区试鸣防空防灾警报。
  音响警报信号分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
复三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
秒，反复十五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灾情警报：鸣
15秒，停10秒，鸣5秒，停10秒，反复三遍为一个周期，时
间2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放3分钟。
  请市民相互告知，保持正常工作、生活秩序。

首批全省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发布

潍坊一县一镇一村一企业上榜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隋炜凤）6月8
日，2024“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山东主场城市活动暨
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庆祝活动在济宁市汶上县启
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现场发布首批全省非遗助力
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其中，我市的临朐县、高密市姜
庄镇、寒亭区西杨家埠村、瑞福油脂股份有限公司成
功上榜。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覆盖县（市、区）、乡镇
（街道）、村（社区）、企业4个层面，全方位、多
角度展示山东省非遗工作在促进就业增收、涵养文明
乡风以及赋能乡村振兴等方面的优秀成果。潍坊在4
个层面均有案例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