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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野外“打野” 也不能太野了
□本报评论员 宋玉璐

  近年来在徒步圈中盛行的“打野”，如
今渐渐变味。边徒步边采蘑菇、摘野果的行
为，被称为“打野”，本是亲近自然的一种方
式，然而发生在南京周边的一些“灭绝式打
野”，不仅抢了小动物赖以熬过寒冬的口粮，
还可能对生态造成长久的破坏，令人忧心。
          （据《扬子晚报》）

  “打野”行为逐渐偏离正轨，“灭绝式打野”
现象愈演愈烈。从不少热衷于“打野”的网友在社
交平台上分享的图片中可以看到，有人一次采摘好

几筐栗子、蘑菇等，甚至还包括一些有毒的果实。这
种过度采摘的行为，无疑是对自然生态的一种破坏。
  对野生动物来说，野果和菌类是它们过冬的口
粮。比如橡子是松鼠的食物，南天竹的果子对人有
毒却是鸟类的食物。人类大量采摘这些野果，很可
能导致野生动物在冬季面临食物短缺的困境，影响
它们的生存和繁衍。一些人采摘后还随意丢弃，使
得这些原本可以在生态系统中发挥作用的果实失去
了价值。
  不仅如此，过度采摘蘑菇除了会影响其自身的
生长繁殖外，还会破坏自然环境，对整片森林产生
不可逆转的恶劣影响。此外，还有一些野果是保护
植物，比如中华猕猴桃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禁止
随意采摘。然而，很多人由于缺乏相关知识，在
“打野”过程中可能会触犯法律而不自知。

  近年来，呼吁停止“灭绝式打野”的声音没有
停过，然而有的人了解这些行为的后果之后依旧不
听劝阻，那就是“又蠢又坏”了。
  与“灭绝式打野”相对的是“无痕山林”原
则。亲近自然但不破坏自然，不乱丢垃圾，避免野
生动物因误食人类垃圾而改变生活习惯、降低捕食
能力甚至患病，非科研用途不随意采集动植物，采
集时也要尽量减少对采集对象和环境的破坏，才能
真正还山林“原住民”一个清静。
  治理“灭绝式打野”，不能只靠呼吁，更要出
台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来约束、规范，加大对破坏
森林的处罚力度。此外，要加强宣传引导，让热爱
自然、保护环境成为户外活动人群的共识，享受自
然之美的同时，更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
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将于12月21日至22日举行。记者12月19日从
教育部获悉，为积极营造清朗健康的全国研考网络环
境，根据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部署，
教育部会同中央网信办、公安部联合开展查处涉研考
违法有害信息专项工作。
　　已处置的涉研考违法有害信息包括：“免考入学
获双证”“考试包过”“内部指标（计划、名额）”
“保研（推免）政策大变化”等。
　　教育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郑重提醒，互联网
不是法外之地，编造、散布网络谣言须承担法律责
任。有关机构企业要认真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

和社会责任，加强内容审核和网络谣言清理整治，全
面排查清理有关贩卖所谓“试题答案”、组织考试作
弊、招生诈骗等各类涉考违法有害信息，勿将社交信
息平台变成滋生违法犯罪的温床，共同维护研究生招
生考试秩序，营造清朗网络环境。
　　同时，提醒广大考生擦亮眼睛，从教育部门和招
生单位的官方渠道获取研究生考试招生权威信息，切
勿心存侥幸、投机取巧，切勿轻信“免考入学”“内
部指标”等不实信息，勿入“助考”骗局，以免上当
受骗。如发现涉考涉招违法违规行为，可向考点所在
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举报并提供有效线索。如遇
诈骗，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我国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实现各省份全覆盖

教育部等开展查处涉研考违法有害信息专项工作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记者19日从中国民
航局了解到，11月全国民航运输生产总体保持平
稳，民航客运、货运均实现同比两位数增长，
单月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连续5个月较2019年同
期恢复超过90%。
　　数据显示，11月全国民航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122.5亿吨公里，同比增长20.5%，较2019年同期增
长14.3%。客运方面，国内航空公司完成旅客运输
量5643.4万人次，同比增长15.2%，其中国内航线较
2019年同期增长7.9%，国际航线恢复至2019年同期
的94.3%。货运方面，11月完成货邮运输量83.7万吨，
同比增长16.6%，较2019年同期增长19.9%。
　 今年前11个月，全国民航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1360.9亿吨公里，同比增长25.9%，较2019年同期
增长14.8%；完成旅客运输量6.7亿人次，同比增
长18.3%，超过2019年全年客运规模，其中国际航
线规模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87.3%；完成货邮运输
量813.7万吨，同比增长23.1%，较2019年同期增长
19.3%。

11月我国民航客货运

均实现同比两位数增长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记者19日从生态环境部
获悉，生态环境部会同中国科学院组织开展了第二批
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遴选工作，将116个综合站纳入
全国生态质量监测网络。至此，共有171个综合站纳
入全国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实现了31个省份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全覆盖，我国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建设取得
重要进展。

　　据悉，综合站在全国生态质量监督监测与评价工
作中发挥“控制性”作用，主要任务是“样地监测、
积累数据；天地一体、地面验证；发现问题、服务监
管；专题研究、培养人才”。
　　第二批综合站中，生态环境部门牵头的有60个，
中国科学院牵头的有32个，其他单位牵头的有24个，
涵盖森林、草地、湿地、荒漠、城市、农田、海洋等

7大生态系统类型，其中87个位于生态保护重点监管
区域及重要生态空间。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继续组织综合站申报与
遴选工作，积极发挥综合站的作用，推动生态质
量监测网络高效运行，为全面加强生态保护监
管、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有力
支撑。

　　本报讯（记者 刘伟）为解决工程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缴费周期长、多头跑的难题，潍坊市审
批服务局在省内率先打通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
系统与省非税信息交换系统，工程建设项目相关
税费缴纳实现全程网办，企业缴费更加便捷。
　　原先，企业在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人防易
地建设费等费用时，需先经审批部门审核通过，
再抄送税务部门，同时根据批复内容将相关缴费
信息录入非税系统，再推送至税务系统，之后企
业到税务机关办理缴费业务，流程繁琐复杂，给
企业带来不便。目前，系统对接联通后，审批部
门对相关费用审核通过，同时将缴税信息录入项
目审批管理系统，项目审批管理系统自动提取相
关材料及信息推送至非税系统，建设单位直接线
上缴费。缴费后，审批、监管部门在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管理系统实时获取缴费信息。

我市在省内率先实现

工程建设项目全程线上缴费
　　本报讯（记者 刘伟）为深入贯彻落实“消费促
进年”决策部署，进一步发挥电子商务在促消费方面
的重要作用，市商务局联合京东零售集团，联动相关
部门、单位及商家等，集合潍坊名企优品，组织开展
“2025京东·潍坊电商年货节”活动。
　　作为“2025网上年货节”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次
活动以“京东·中国特产”八大潍坊地方馆及部分
京东潍坊名优店铺为纽带，精选汇聚44家潍坊名优
企业、100余款名优产品，精心打造专属页面，推出
“限量试吃”“消费券大放送”等十大优惠促销活
动，通过京东平台，向全国消费者展现“潍坊好
品·年味好礼”，共燃“2025网上年货节”市场消费
新热潮。活动时间为2024年12月17日至2025年2月
15日。
　　特别推出的“京东臻选年货好物”专区作为年货
板块的重头戏，为广大市民带来了精选源头蔬菜、山
野珍味、鲜果缤纷、精品粮油、厨艺调味、面食糕
点、饮品蛋奶、休闲食品、肉香海鲜等10大品类优质
产品。其中“寿光蔬菜大礼包”和“潍坊特产12件
套”两大特色礼盒是年货节的亮点。
  “寿光蔬菜大礼包”精选当地最优质的蔬菜品
种，从田间地头直接到消费者餐桌，保证了新鲜与营
养的双重享受。
  “潍坊特产12件套”则是对潍坊美食文化的一次
全面展示，从传统的糕点小吃到现代的特色食品，每

一种都是对潍坊味道的完美诠释，无论是自家享用还
是赠送亲朋，都是极佳的选择。
  “2025京东·潍坊电商年货节”已在京东平台火
热开启，一键搜索“潍坊年货节”，即刻跃入年货的
海洋，畅享购物狂欢。
　　近期，我市还将围绕“2025网上年货节”，组织
开展“云享潍坊好物”“电商主播探店活企”“直播
电商红色教育集训”等系列活动，引导全市电商企
业、带货达人、地域网红等集中开展线上直播，发起
“潍坊主播带潍坊货”等抖音话题，鼓励商家在抖音
等平台发布商品促销短视频进行引流，并从网络销售
额、店铺信誉、直播场次、店铺评分等维度评选网上
年货节“潍坊好物”网络品牌。组织电商主播、达人
等走进电商企业、电商供应链基地和年货大卖场等，
深入企业车间、展厅现场，深度挖掘企业在生产、品
牌、文化等方面优势，依托抖音、快手等电商平台宣
传推介潍坊名企优品，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讲好
潍坊故事，借助主播达人的流量优势赋能我市企业产
品竞争优势，将网络流量转换成“消费流量”，助力
“潍品”上行。组织农村电商创业带头人等，开展直
播专业技能提升培训，围绕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趋势、
直播与流量获取技巧等内容，采用集中授课和现场教
学等方式，指导和帮助从业人员提高思想认知和电商
直播技能，培育一批电商直播行业带头人，推动电商
领域创新发展。

“2025京东·潍坊电商年货节”火热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