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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出台44项举措构建品质消费新生态

“山海同行 奔赴和平”接力跑活动在潍启动
  本报讯（记者 宋寿爽）7月6日下午，“山海同
行 奔赴和平”接力跑活动在潍坊市潍县西方侨民
集中营旧址博物馆正式启动。来自英国伦敦艾森学
院的11名师生代表将与潍坊跑友、天津跑友在潍
坊、天津共同开展为期一周的接力跑活动。
　　李爱锐是二战期间被关押在潍县西方侨民集中
营的国际友人，他的故事穿越时空、跨越山海，成

为连接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坚韧纽带。其母校英国
伦敦艾森学院与潍坊共同发起并参与这场跨越“山
海”的奔跑，象征着中英两国人民共同珍视和平、
追求友谊的坚定步伐，旨在传承李爱锐的坚韧、奉
献与和平精神。活动期间，中英跑友将途经潍坊滨
海区、齐鲁天路等地，体验非遗文化，并最终抵达
天津寻访李爱锐足迹。

全“菌”覆没 再富的山也经不起掠夺式采摘
□本报评论员 薛静

  “苍山脚下都快被捡菌子的薅秃了。”
近日，多位来自云南大理的网友以及菌类科
普博主向记者反映，近几年火爆的“摘菌子
体验”商业活动今年暑假又吸引了大量游
客，对苍山的生态带来严重负面影响。7月1
日，苍山有关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未经
审批备案进入自然保护区“采菌”的行为是
违规行为，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巡查巡护，发
现会进行制止和管理。  （据上游新闻）

  最近几年，到云南吃菌子成了热门。异常鲜美
的菌菇不仅让人大饱口福，也助长了人们进山采菌
子的热情。采菌子不是稀奇事，当地居民每逢菌子
产出季都会进山采摘，但是无序过度采摘就有问题

了。据报道，最近大量游客涌入云南大理苍山，对
当地野生菌实施掠夺式采摘，“苍山脚下都快被捡
菌子的薅秃了”。
  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打开社交平台，“采
菌子”话题浏览量高达2000万次，众多网友分享
了自己在苍山采菌的收获，“爆筐”字眼刺激了
更多人前去打卡。当地的“野生向导”也嗅到了
商机，纷纷发帖招揽游客。在流量的推波助澜之
下，如今距离大理古城比较近的几座山坡上，几
乎找不到菌子了。而且，由于上山的人数量多且
无正规引导，就连虎舌兰、水晶兰等受保护的植
物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给当地的生态系统
造成了严重影响。
  其实菌菇生长速度并不慢，正常采摘的话并不
会造成明显的生态问题。但如果是游客大量涌入、
扫荡式采摘，不管多富的山，也承受不住这种“流
量”。更令人愤怒的是，很多游客采摘不是为了
吃，而是纯粹为了好看，拍完照就把菌子扔掉，问

起来就说“不认识、不敢吃”。既然如此，何必非
要采呢？拍照打卡难道比保护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
还重要吗？人性的自私自利在此刻暴露无遗。
  庆幸的是，当地目前已经采取了工作人员巡
护、值守等措施，制止了更多人盲目进入苍山的行
为。但是，由于苍山面积广、山林地势复杂，仅凭
工作人员很难完全杜绝游客无序进山采摘。这就需
要进一步细化管理措施，加强对游客文明出游的宣
传引导，严厉打击违规“野导游”，持续规范经营
行为。另一方面，平台也不能无所作为，对这种负
面影响大于正面宣传的内容应及时进行清理，并增
加显著提示，科普正确的科学知识。
  作为一名游客，亲近自然、体验自然是好事，
多一点文明意识，多一点对自然的尊重与爱护，远
比破坏环境换取几次点赞、几条评论更为重要。克
制内心的贪婪，与野生动植物保持距离，把安静与
自由还给它们，这既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也
是文明旅游的应有之义。

  据《大众日报》消息 日前，省市场监管局、
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五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的若干措施》（以下
简称《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44项举措，实施
消费供给提质行动、消费秩序优化行动、消费维权
提效行动、消费环境共治行动、消费环境引领行动
五大行动，在全省全面开展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
动，打造“放心消费在山东”升级版，构建品质消
费新生态。
　　《若干措施》明确，2027年年底，我省将打造
“山东制造·齐鲁精品”400个左右，培育“好品
山东”品牌300个，培育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3万
家，培育全国质量标杆80项、全省质量标杆600
项，建成省级高品质步行街、特色商业街（区）60
条以上，全省形成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眼下，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新消费热潮涌
动，消费升级趋势愈发显著。根据《若干措施》，
我省将在提升实物消费质量、改善服务消费品质、
创造更多消费场景三方面下功夫，以标准引领、质
量跃升带动产业焕新提档，培育壮大数字消费等新
业态，推动消费供给提质升级。
　　在提升实物消费质量方面，培育消费品工业优
质品牌，面向新能源汽车等重点行业，开展质量强
链重点（试点）项目建设，建立消费品牌评价机

制。鼓励老字号开展数智化转型，实现精品化国潮
化时尚化升级。实施消费品标准提升行动，持续推
进汽车产品、电子产品等消费升级，加快发展“换
新+回收”物流体系和新模式。
　　《若干措施》重点提到首发经济、“人工智能
+消费”等新型消费场景。在首发经济领域，《若
干措施》明确，要策划举办首发首秀首展活动，
吸引国内外优质品牌、培育本土知名品牌在鲁开
设首店。在“人工智能+消费”领域，引导大型
综合体、博物馆、美术馆等打造沉浸式体验消费
场景；培育元宇宙创新“名品”和应用“名
景”。
　　化解消费纠纷是创建高质量消费环境的重要一
环。《若干措施》强调，要从强化消费纠纷源头解
决、强化消费纠纷行政调解、强化消费者权益司法
保护、创新消费纠纷多元化解等方面推动消费维权
提效。一方面，我省将推动平台型、总部型、连锁
型 等 大 型 企 业 加 入 消 费 纠 纷 在 线 解 决 机 制
（ODR）。另一方面，聚焦培训、健身、旅游等
重点行业，加强日常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治理
不公平格式条款。“《若干措施》聚焦全链条提
质、全场景培育、全社会共治三大路径，从源头预
防到末端治理实现消费维权效能质的突破，切实增
强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的底气。”省市场监管局
网监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记者6日从国家档案局获
悉，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移动端APP当日正式
上线。这标志着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工作迈向移动
互联新阶段，将为社会公众带来高效、便捷查档
体验。
　　据了解，用户通过手机在移动端APP完成实名注
册登录后即可开启便捷查档新体验。用户可填写查档
需求，选择目标档案馆，查档申请经目标档案馆接收
办理后，通过移动端APP及时反馈查档结果。用户可
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电子邮件接收、快递邮寄、到就近
档案馆现场领取等方式获得查档结果。
　　截至目前，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已累计接
入2300余家档案馆，注册用户超23万。国家档案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移动端APP将持续优化移动端功能，
加强与各级档案馆的联动，进一步提高档案服务质
量、拓展服务渠道，让档案服务更好地惠及广大民
众，助力社会发展。

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

移动端APP上线

中国潜水救捞行业协会

颁布60个行业团体标准
  据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中国潜水救捞行业协会
颁布了涉及潜水救捞和海洋工程技术、装备和材料等
60个行业团体标准，填补了我国涉海涉水领域团体技
术标准体系的空白。
　　中国潜水救捞行业协会第三届理事长宋家慧6日
在北京举行的协会换届大会暨第四届第一次会员代表
大会上介绍，2015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认定
协会为我国“可以颁布团体标准的全国性社会组
织”。协会聚焦潜水和水下安全作业技术领域的空
白，编制了《潜水及水下作业通用规则》《潜水员健
康与作业安全保障机制》《潜水管理办法》等，共颁
布了60个团体标准。
　　宋家慧说，协会依托团体技术标准体系，开创了
市政工程潜水、渔业潜水、应急救援与公共安全潜
水、水下防腐、水下工程质量检测、水下焊接与切
割、船舶污染应急、船舶动力定位等诸多专业潜水技
术和海洋装备操作培训，填补了我国涉海涉水跨行业
工程领域潜水技术培训发证等服务的空白。

我市上半年各类垃圾处置体系平稳有序运行
  本报讯（记者 周晓晴 通讯员 李伟）7月4
日，市城管局发布了2025年上半年垃圾收运处置大
数据。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各类垃圾处置体系整
体安全、稳定、有序运行，全市共焚烧发电处理生
活垃圾149.91万吨，焚烧发电41591.26万千瓦时；收
集、处理餐厨垃圾57104.97吨。全市生活垃圾焚烧
处理率继续保持100%，各类垃圾“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处理水平成效显著。

　　从区域来看，潍坊城区焚烧处理生活垃圾31.55
万吨，焚烧发电5711.09万千瓦时，折合标煤2.28万吨，
飞灰处理量1.11万吨，达标处理渗滤液8.03万吨；收
集、处理餐厨垃圾45526.73吨，提取废油脂1513.96吨，
生产生物柴油455吨；沼气供热（蒸汽）9190吨。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全面实现资源化循环综合利
用，具有减少火电发电产生的碳排放、减少填埋场
产生碳排放的双重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