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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明辉

观众苦电视“套娃式收费”久矣！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有关单位就

该问题召开会议。要求今年年底前，开展试点
工作和专项整治，聚焦解决“收费包多、收费主
体多、收费不透明”问题，电视“套娃”收费现象
得到明显改观。

种类繁多且互不相通的会员收费、不同平
台复杂的收费体系和模糊的收费标准、数不清
的开机广告、令人眼花缭乱的系统界面……时
下，各类电视所宣称的海量内容，变成了各式
各样的“套娃式收费”。“看电视难、看电视烦”
成为一个显著的问题，引发公众一轮又一轮的
声讨。

在此背景下，国家三部门联合出手，对电
视“套娃式收费”予以整顿，可谓及时且必要。
综合来看，整治行动既瞄准了重点方向，也明
确了治理效果，还指出了实现目标的行动时
限，让广大观众能有个明明白白的预期。

稍加研究便不难发现，电视“套娃式收
费”，背后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利益链。某些知
名电视厂商，与一些网络平台是“合伙做生意”
的关系，消费者想通过电视观看某些平台的节
目，必须购买该平台的会员。与此同时，网络
平台又与其他视频平台存在捆绑，消费者要想
观看后者的内容，还得再次单独付费……种种
费用叠加，再算上有线电视费、宽带费等成本，
让看电视变得越来越难、越来越贵。

结合观众反馈来看，“套娃式收费”的现象不
是个例，由此可以推断，电视厂商与相关主体间
的利益捆绑之深，也非一日之寒。这种深度的利
益捆绑，表面上看是商家经营获利的手段，实际
上却是层层盘剥消费者的套路。这样的行为，多
方得利、观众买单，已经涉嫌变相强制消费，实质
上是一种不利于长远发展的“多输”局面。

此次国家重拳整顿电视“套娃式收费”，是
一个令人振奋的信号，也是对行业秩序的纠
偏。不过要看到，“套娃式收费”背后的利益链
条既多又杂，这意味着治理也必然道阻且长。
作为观众，我们要有一点耐心、一些静气，等待
相关部门把来龙去脉查清楚。

整改“套娃式收费”乱象，一方面要保障市
场主体合法合理盈利的部分，另一方面要保障

消费者权益，该支持的市场经营行为要支持，
该斩断的灰色链条就要斩断。相关市场主体
要主动配合调查和治理，及时纠正不当营利行

为。广大观众不妨拭目以待，相信国家出手，
必将大力改善用户开机看电视的体验，让行业
走向正轨。

整顿“套娃式收费”要理清利益链

□卞广春

只要有一张你的身份证照片，就能
让你成为一家公司法人，你怕不怕？据
媒体报道，当下，有不法中介通过网络

“黑产”获取身份信息和人脸照片，利用
AI换脸技术，再破解相关政务应用，即可
冒用信息被盗者的身份，开办公司，让当
事人“被法人”“被股东”。

这种操作“神乎其神”，令人惊讶之
余而倍感后怕。“中介无所不能”，早已
不是秘密，但其利用现代科技进行犯
罪，则提醒着全社会，必须提高警惕、重
拳出击！

不法分子冒用他人人脸信息，可谓
后患无穷。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被盗
用身份的当事人。如辽宁省大连市某居
民，在办理税务业务时，被告知其名下有
一家湖南省株洲市的“公司”。报警后，
当地相关部门称无处理权限，当事人只
能向株洲市相关部门寻求帮助，却得到
答复称，她名下注册的个体户办理流程

“合法合规”。
类似“被法人”“被股东”的遭遇，当事

人和相关部门都难以给出合理解释，身份
验证过程成谜，加大了受害者维权成本，
也有损监管和执法等部门的形象和公信
力。而一旦那些冒用他人身份成立的“公
司”，涉嫌洗钱、偷漏税等，或陷入债务纠
纷，就会导致无辜者受牵连、“背黑锅”，让
真正的不法分子逍遥法外。

“代实名”中介的行为，使个人和企
业的经营行为陷入被动。为此，应当加
强对中介机构的常态化管理，定期检查
中介机构业务的行为，并联合工商、公
安、网信等部门的力量，严厉打击和处罚
违法违规的中介机构。

人在家中坐，“法人”天上来，还暴露
出某些政务应用存在的技术漏洞。相关
部门在政务应用中采用人脸识别技术，本是为了强
化安全保障，却被不法中介钻了技术漏洞。这警示
相关部门，要尽快对政务应用进行风险排查和技术
升级，与此同时也要思考，如何尽量审慎使用人脸识
别技术，进一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政务应用，本应成为科技应用安全的典范，却
成了不法者利用 AI 技术破解的“软柿子”，这也给
相关部门敲响了警钟。政务应用在使用人脸识别
技术时，应当更科学、更先进、更安全。一方面，为
其他行业或领域作出良好示范；另一方面，尽力堵
住各类漏洞，确保公民权益不受侵犯。执法部门要
加强对此类恶劣行径的跟踪、追责与处罚，让不法
分子为其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让“被法人”式事件
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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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博

想象一下：200万年前的一个夜晚，巫山龙
骨坡的一个山洞里，一个古人类家族正在享用
丰盛的晚餐。但是，晚餐后不久，一场巨大的
灾难降临，这个家族不得不离开祖祖辈辈居住
了50万年的“家”。一顿晚餐，一场灾难，一个
存在了 50 万年的家园，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一
隅，通过遗址的发掘，再度走到世人面前。

这个遗址，就是龙骨坡遗址；这场发掘，已
持续近40年。龙骨坡遗址发掘，从今年，正式
进入第5个阶段。龙骨坡遗址蕴藏的奥秘，一
点点揭开神秘的面纱。由此，对文物考古与保

护的思考，对文明、文化的思考，也不断浮现。
文明的碎片，会说话。巫山龙骨坡出土了

几块石头，其实，那是来自远古的打制石器，是
古老文明遗留于世的碎片。通过年代测定，能
听见它们诚实而坚定地说，“我的年龄，是250
万年”。几块石器，无声揭晓，我们如今生活的
巴渝大地，在250万年前，就已经有古人类聚居
于此、繁衍生息。

文明的碎片，有力量。在此之前，世界上
出土的最早旧石器，来自250万年前的非洲埃
塞俄比亚。巫山龙骨坡出土的打制石器，有
力地证明了“人类多地起源”学说，证明亚洲
和非洲一样，同样是世界人类的起源地。而
这些，都将会成为龙骨坡文化的重要名片。
就如提起四川就会提起三星堆、提起浙江就
会提起良渚文化一样，以后提起重庆，人们就
会想起巫山龙骨坡，会想起东亚人类的老祖

母“巫山人”。
文明的碎片，串联成歌。那场灾难后，“巫

山人”走出三峡流域，星星火苗般的文明种子，
燃烧并扩散到更为广袤的华夏大地。良渚文
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延绵
不绝的璀璨文化，各自发源、交相辉映，共同织
就一曲滋养人心的中华文明乐章。

巫山，如果被证实为中华文明起点之一，
巴山夜雨、两岸猿声等等文化意象之于你我，
将多一层亲切和温暖。古人曾吟唱的诗词歌
赋，如今还在口口相传；古人曾慨叹的天险绝
壁，因人们的勤劳和智慧，而改变了模样。从
龙骨坡山洞，到如今的直辖市，那么大的变迁，
那么多的故事，我们可以自信地讲给更多同行
人和后来者听。

文物文脉，需要更多守护人。正如樊锦诗之
于敦煌文化，龙骨坡遗址发掘，离不开黄万波。

从1984年到2023年，39年来，每一次发掘研究，
都有黄万波的身影。91岁的他，用人生近40载
光阴，守望那兴盛过50万年的龙骨坡文化。可
以说，黄万波奉献了自己全部的专业和专注，为
重庆寻根，为中华文明乃至东亚文明寻根。

文化自信哪里来？“从真正能证明我们的
久远历史中来。”发掘、传承、保护文脉，让它们
不因时移世易而蒙尘，需要更多樊锦诗、黄万
波一样的榜样，需要不断壮大考古的人才队
伍，让更多钟芳蓉、李右溪一样的年轻血液加
入，让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

考古，观往以知来。让文物说话，让历
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发掘好、保护好是前
提。龙骨坡遗址第 5 次系统发掘开始了，期
待更多令人惊艳的文物尽快与公众见面，也
期待更多文明的碎片，讲述生动而精彩的文
化故事。

在历史遗踪里感受文化自信在历史遗踪里感受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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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清水润沃土
涪陵探索治水新模式 绘就乡村幸福画卷

近年来，涪陵区积极探索、守正创
新，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农村生态
改善、农业绿色发展、农民增收减负有
机结合，探索出一条与西南山区农村
实际相适应的水生态环境治理路径，
绘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乡村
画卷。

创新技术
生活污水变灌溉用水

河流清了，村容美了，环境得到了
明显改善，这是涪陵区大木乡武陵村
村民们感受到最直观的变化。

武陵村地处武陵山脉深处，海拔
1700多米，如沿用城镇模式修建集中
污水处理厂，管网覆盖面大、污水收集
量低、施工建设成本高，村里很难负担
得起。

如何找到一条低成本、可推广的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路径？涪陵坚持问
计于民，通过调研走访，听取多方建

议，一条遵循自然规律，推进污水资源
化和化肥减量化，既降低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成本、消除农村生活污水直排
乱排，又减少耕地化肥使用的思路呈
现在眼前。

2020年7月，涪陵区在武陵村、
干龙坝村、朝阳村、朱砂村等7个农村
居民点，启动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
用设施项目建设试点。

据了解，该项目通过建立雨污分
流、工业生活分流的污水收集网络，构
建起“化粪池出水—生态调控池调节
水量—管网延伸至庄稼地—智能化浇
灌”的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技术
模式，有效解决了农村生活污水直排、
混排问题。

“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后，不仅有
效改善了环境污染、臭气困扰等问题，

还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降低了化肥
使用量，实现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以
及人居环境改善的多重效益。”涪陵区
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大力推广
统筹开展全域水资源保护

在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设施
项目建设试点成功后，2021年起，涪
陵因地制宜，在全区78个农村居民点
推广，先后增加污水收集管网230公
里、一体化处理设施21座、资源化利
用设施93座、生态调控池1.1万余立
方米，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治理的农户
覆盖率提高至92%，从根本上解决了
农村生活污水收集难、处理难、运行难
的问题。

去年12月，该技术被生态环境部
作为改革创新经验典型，纳入《农村生
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治理示范案例》在
全国推广，为全市唯一。

与此同时，涪陵区以实行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为抓手，在用水许可、
水源地保护、河道管控、规范采砂等方
面，统筹开展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与
利用。

为加强水环境要素治理，该区还
修订《涪陵区长江入河排污口整治方
案》，分类推进390个入河排污口整
治，累计完成135个行政村农村环境
和3个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累计完成
7412亩水面池塘养殖尾水治理任务，
累计建成投用各类污水处理设施253
座，全区码头已实现污染物接收转运
全覆盖。

据介绍，2022年，长江清溪场、乌
江菜场沱和麻柳嘴等国考、市考断面
水质优良比例为100％，19个水功能
区水质达标率为100％，城镇集中式
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为100%，城市、
乡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分别达到
98％、86％。

助推发展
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盛夏时节，在涪陵区干龙坝村，村
民正在用水浇灌种植物，而在不远处，
长江一级支流龙驹河清澈见底，俨然
构成了一幅山清水秀诗意田园的美
景。

从过去村民肩挑背扛，到利用软
管喷淋浇灌，乡村活起来、美起来、富

起来，得益于长期以来涪陵区坚定不
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近年来，涪陵区加快生态文明建
设，紧扣生态环境保护能级大幅跃升，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
高水平保护深度融合，让群众共享生
态红利、发展红利。

目前，涪陵区已形成以区级政府
为责任主体、乡镇（街道）为管理主体、
行政村（社区）为落实主体、农户为受
益主体、第三方专业机构为服务主体
的“五位一体”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运维管理体系，真正做到建管并重、长
效管护。

多重保障下，生态振兴带动乡村
振兴，涪陵区乡村旅游有了新发展。
全区成功打造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镇
（乡）1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1
个、市级乡村旅游重点村5个，全区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增
加，幸福指数不断提升，获得感不断增
强，一幅青山永驻、绿水长流、空气常
新、宜居宜业新农村的秀美画卷徐徐
展开。 陈磊 张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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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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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艾
大迁，是秀山民生天然气有限公司安装大
队大队长。他从事天然气管道安装、管道
安装质量检测工作16年，连续多年获民
生能源集团“优秀安装师”“先进个人”“劳
动模范”“安全之星”“技术能手”“安装工
程标兵”“民生工匠”等荣誉称号。

任劳任怨 不计得失

在工作中,艾大迁时刻牢记以安
装质量为中心,坚持“服务社会、造福
于民”的企业宗旨，工作中任劳任怨，
不计个人得失。他为人谦和诚恳，善
于团结同志，乐于助人。

众所周知，在燃气行业安装工是
最苦最累的工种。多年来，艾大迁一
心扑在工作上，风里来雨里去，战严寒
斗酷暑，从不叫苦叫累，人称“拼命三
郎”。当有人问起艾大迁为什么这么
拼命工作时，他回答道：“锅里有了碗
里才有，公司给我们提供了工作就业
的机会，我们要学会珍惜，懂得感恩，
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家。”

担任安装大队长以来，他带领的

安装团队累计完成管道安装 300 余
公里，安装燃气具、安全装置 4万余
台（套）。他从不接受用户的宴请和
财物，是廉洁工作的典范。他说，老
百姓生活不容易，公司已经给了良好
的待遇，我们没有理由对老百姓“吃
拿卡要”。其良好的职业素养，获得
广大群众的一致赞誉。

刻苦钻研 提升技能

自从事安装工作以来，艾大迁一
直刻苦钻研，不断提高技能。尽管他
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从未放弃过学
习。多年来他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认
真学习文化知识、天然气专业知识和
安装技能。

在从事安装工作初期，艾大迁就
给自己定下目标，那就是一定要成为
安装技术能手，他一直秉承“四个坚
持”：一是坚持多看，看老师傅怎样施
工，学习安装工艺流程；二是坚持多
问，多请教老师傅，只要能解决问题他
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三是坚持多动
手，对于难度较大的安装工艺，他总是

积极主动参与，不怕苦、不怕累、不怕
脏；四是坚持多想。“安全性”是天然气
管道安装的特别要求。在实际工作
中，他总是勤于思考，多想几个为什
么，把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
中去。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艾
大迁从当初“笨手笨脚的学徒”成长为
安装大队“最强技术能手”。

2009年，公司破格提拔艾大迁担
任安装大队大队长。“一个人强不算
强，我要把安装大队变成全集团顶尖
的安装队伍”，上任伊始，他就萌发了

“野心”，于是一套看是近乎荒唐的奖
惩制度就出台了。每月一次技能竞
赛，排名最后的安装队员请全体队员
吃饭。这个看视不合理的规定，在坚

持1年后就显现出了强大的结果：所
有安装队员全部成为技术能手，安装
效率比之前提高了1倍，安装检验结
果合格率100%，优良率达85%，在安
装大队内部形成了“比、学、赶、帮、
超”的良好氛围，队员之间更加和谐
团结。由于队员之间的安装技能几
乎相差无几，这个“请吃”的规定在1
年后“无疾而终”。

在工作中，艾大迁探索出的“望、
闻、问、检”天然气管道漏气检测工作
方法，在民生能源全集团推广，并被
多家同业单位借鉴使用。他带领的
安装团队在 2010 年至 2022 年民生
能源集团举行的安装技能比武中 8
次夺冠，秀山公司安装大队成为民生
能源集团“明星大队”。

严格管理 狠抓质量

自担任安装大队大队长以来，艾大
迁严格要求自己和安装队伍狠抓安装
质量和安全工作。对安全工作，艾大迁
坚持“零容忍”。

艾大迁说：“在我们燃气行业，安全

责任大于天，不出事则罢，一旦出事就
是大事，安全工作是我们的生命线，因
此绝对不能马虎。”他要求队员们不仅
要讲究效率，更要注重安全。每一次安
装完毕，首先由安装者自检，然后由队
员交叉检查，决不放过任何瑕疵，将安
全隐患全部消灭在萌芽状态。

在艾大迁严格的管理和要求下，10
余年来秀山公司未发生一起安全事故，
安装大队连续多年在集团安全评比中名
列前茅。分（子）公司纷纷邀请艾大迁前
去“传道授业解惑”，在成绩面前，艾大迁
很谦虚地说：“我们并未取得多大的成
绩，我们只是工作更加细心而已。”

在能源建设这条漫长、艰辛的道路
上，艾大迁始终牢记以安装质量为中
心,坚持“服务社会、造福于民”的企业
宗旨，以执著做事，真诚做人，对事业无
比热爱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赢得了用户
的信赖、同行的尊重、社会的赞誉，在平
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展示
了能源时代安装人员的崇高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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