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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登月服和载人月球车名称正式确定

登月服命名为“望宇” 载人月球车命名为“探索”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记者12日从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经公开征集评选，中国载人
月球探测任务登月服和载人月球车名称已经确定，
登月服命名为“望宇”，载人月球车命名为“探
索”。
　　目前，望宇登月服和探索载人月球车已全面进入
初样研制阶段，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继2023年首次公开征集载人月球探测任务新飞行
器名称后，2024年9月至10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先后启动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登月服和载人月球车
名称征集活动，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和热情参与，
共收到来自航天、科技、文化传播等领域的组织机构
与社会各界人士的9000余份投稿。经专家遴选评审，
将登月服命名为“望宇”，将载人月球车命名为“探
索”。
　　登月服和载人月球车的名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
色、时代特色和文化特色。“望宇”寓意遥望宇宙、
探索未知，与执行空间站飞行任务的“飞天”舱外服

相呼应，寓意在实现飞天梦想、建成“太空家园”之
后，中国载人航天踏上了登陆月球、遥望深空的新征
程，也传递出中国发展航天事业始终坚持和平利用太
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贡献的坚定立场。“探
索”寓意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实践，鲜明体现月球车将
助力中国人探索月球奥秘的核心使命与应用价值，与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的
航天梦高度契合，彰显中国载人航天勇攀高峰、不懈
求索的创新精神。

“潍坊日报创刊40周年特刊系列活动”获“金推手”奖
  本报讯（纪哲）2月8日至11日，2024年度全国
传媒经营工作总结大会暨“金推手”奖颁奖活动在
吉林省吉林市举行，全国近百家报刊社（集团）代
表及媒介专家与会，围绕“融在当下 智胜未来”
主题展开深度交流。会上，“潍坊日报创刊40周年
特刊系列活动”获“金推手”奖。
  全国传媒经营工作总结大会作为传媒经营业界
盛会，至今已连续举办20余年。本次会议期间，参

会代表以AI、智媒营销、数字经济为关键词分享
成功案例，为媒体融合创新发展建言献策，共同探
讨未来发展方向。
  “金推手”奖是中国报刊行业广告最高奖，该
奖由中国广告协会报刊工作委员会主办，每年对推
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
表彰，颁奖对象包括全国范围内各级报刊、新媒体
及从业人员。

  现在的直播间，骗术越来越花样百出，没
点判断力真的很容易被骗。
  这些“盗播”账号的套路，说白了也很简
单，就是把明星或者网红直播的内容截取下
来，然后开一个名字具有误导性的账号，将盗
录视频稍作处理之后放在山寨账号上，用别人
的辨识度和影响力引流，卖自己的山寨货。以
至于同一时间，多个“舒畅”在直播卖货，让
众多消费者一头雾水。

  品牌直播被盗录跨平台播放，维权艰难，
举报过程繁琐，还常不成功。而“盗播”的成
本低，有时候同时有好几个账号在播，就算被
封了，换个号就能卷土重来。
  “盗播”不仅侵害了主播和品牌的合法
权益，还让消费者权益受损。本是奔着主播
的名头下单，收到的却是假冒伪劣产品，消
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毫无保障，严重
扰乱了市场秩序。若放任“盗播”乱象继续
猖獗，受损的不仅仅是某个明星的肖像权、
某个品牌的利润，更是整个行业健康发展的
未来。
  治理“盗播”需多方共同发力。首先是各
大直播平台，要切实担起责任，严格落实好审
核机制，推行实名认证与信用评估，不断提高
“盗播”识别能力，做好追踪，严防主播换号
“重生”；监管部门要加大处罚力度，没收违
法所得并罚款，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力震
慑；消费者要擦亮眼睛，发现“李鬼”直播间
要及时向平台反馈举报，买到假冒伪劣产品要
积极维权。
  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清朗的网络环
境。只有监管部门、平台和行业协会等携手，
让“盗播”者无所遁形，才能保护主播、品牌
和消费者的权益，让直播带货回归诚信、公平
的正轨。

□本报评论员 宋玉璐

“盗播”带货不可姑息纵容

  近日，大量消费者反映在短视频平台
直播购物时遭遇“盗播”，这些账号显示
的是明星、网红在直播带货，但直播间链
接的却是名称和外观与他们介绍的产品相
似的山寨货。记者调查后发现，这些“盗
播”账号往往盗录的是头部带货博主，如
女明星舒畅、韦雪等，且使用类似“畅姐
美妆护肤（韩国专场）”（编注：假冒
“舒畅”）“秋秋爱护肤”（编注：假冒
“秋瓷炫”）“韦雪小号”等名称，来达
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据澎湃新闻）

11部门发文助推铜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记者12日从工业和信
息化部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近日联合印
发《铜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5—2 0 2 7
年）》，提出到2027年，我国铜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和安全水平明显提升。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铜是重要的基础原材料，关系国计民生和国民
经济发展。此次实施方案出台，旨在统筹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安全，充分发挥我国铜产业基础好、市
场规模大等优势，加快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
化发展，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提供坚

实基础。
　　实施方案明确了资源保障、技术创新、结构调
整、绿色智能转型等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新建矿铜
冶炼项目原则上需配套相应比例的权益铜精矿产
能，支持培育铜精深加工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研
究建立铜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加快绿色低碳智能
采选、低品位难选矿高效选矿等矿山采选技术
攻关。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
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扎实
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我国将进一步加强

危险废物环境治理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为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
环境治理，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生态环境部提出，到
2030年，危险废物全过程信息化监管体系进一步完
善，全国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控制在10%以内，
危险废物环境风险得到有效防控。
　　生态环境部12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
环境治理 严密防控环境风险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6年，全国危险废物环境重点监管单位实现全过程
信息化监管全覆盖；到2027年，全国危险废物相关单
位基本实现全过程信息化监管全覆盖，危险废物填埋
处置量占比稳中有降，利用处置保障能力和环境风险
防控水平进一步提升。
　　在严格管控危险废物填埋处置方面，指导意见要
求，逐步降低填埋处置量。强化环境监管，逐步限制
通过利用、焚烧等处理方式可减量的危险废物直接填
埋。各地结合实际推动逐步减少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进
入生活垃圾填埋场的填埋量，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率先
实现生活垃圾焚烧飞灰零填埋。同时，大力推动危险废
物填埋处置量占比稳中有降，促进危险废物源头减量
和资源化利用。鼓励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等低价值危险
废物无害化预处理后综合利用，防止长期大量堆存。
　　在医疗废物收集处置方面，指导意见提出，推动
建立市域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能力有保障、偏远地区集
中处置与就地处置相结合、动态完善“平急两用”处
置能力作备用的医疗废物收集处置体系。继续推行医
疗废物集中无害化处置。支持新建或经改造符合标准
要求的危险废物焚烧、生活垃圾焚烧等设施应急协同
处置医疗废物。偏远地区应建立符合基层实际的医疗
废物收集转运长效机制。不具备集中收集处置条件的
偏远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可配套自建符合要求的医疗
废物处置设施。

2024年度基层糖尿病

规范化管理中心建设评价结果公布

我市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上榜
  本报讯（记者 王路欣）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公布2024年度基层糖尿病规
范化管理中心建设评价结果。潍坊市5家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上榜，其中，4家单位获评三星门诊。
　　2月12日，记者从市卫健委基层卫生科了解到，
上榜的潍坊市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潍坊市寿光
市圣城街道卫生院（三星门诊）、潍坊市高密市柏城
中心卫生院（三星门诊）、潍坊市昌乐县宝都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三星门诊）、潍坊市高新区清池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星门诊）、潍坊市潍城区军
埠口镇卫生院（二星门诊）。
  近年来，潍坊市积极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
划纲要》，全面推进糖尿病防治行动，全域实施“三
高共管六病同防”医防融合慢性病管理工作，建成
“三高中心”26家、“三高基地”116家、“三高之
家”1129家，逐步建立起一、二、三级医院一体化协
同诊疗与服务机制。截至目前，全市共组建“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团队4033支，规范管理2型糖尿病患者
32.74万人，患者知晓率、治疗控制率和并发症筛查率
得到显著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