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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论坛

□邵心怡

按照当前互联网短视频变现模
式，萌娃视频爆火后，大量广告也就随
之而来，每条广告报价在其粉丝数的
百分之十上下浮动。这就导致一些父
母利用孩子引流涨粉，大量圈钱。

其实，家长想要“晒娃”的心情没
有错。自家的孩子有才艺，家长想要
展示也无可厚非。更何况在一些萌娃
视频中，孩子们幽默搞笑、天真烂漫，
也称得上是短视频中的一股清流。然
而，随着萌娃短视频爆火，家长的“晒
娃”俨然变了味。小网红的背后，往往
不是诚挚的少年心，而是过度追逐利
益的家长。

这些家长看似“晒娃”赚钱两不
误，其实是在“坑娃”。一方面，将孩
子推到镜头前，按照脚本做“小大
人”，透支他们的精力，既伤身也累
心。另一方面，让孩子过早地接触
商业活动，剥夺了他们自由成长的
权利，极易造成孩子价值观扭曲，形
成金钱至上观念。

在懵懂淘气的年纪被“啃娃”父母折现，变成
银行账户里飞快上涨的余额，孩子何其无辜。换
位思考，养家糊口的压力有时连成年人都承受不
起，又怎能指望一个孩子的肩膀承担起来。让孩
子在阳光下奔跑，而非在直播间里“卖萌”。尊重
孩子们的成长规律，还他们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才是为人父母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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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倩妤

做吃播、穿着尿不湿去做饭早
已违背“晒娃”的本意。在流量和
利益的裹挟下，看似普通的“儿童”
视频内容会在不知不觉中扭曲孩
子的价值观。今年 6 月，新颁布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已明确规定，网
络直播服务提供者不得为未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
布者账号注册服务。与此同时，文
旅部在 11 月 29 日明令禁止借“网红
儿童”牟利。

在镜头前“扮演”着自己，或者
为了博取热度做出一些与年龄不符
的行为，这不仅在透支孩子的“纯
真”，更损害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合
法权益。孩子年幼，无法拥有行为
的主导权，而父母就应该尽好养育
和教育的责任，帮助孩子形成正确
的三观。

整治走样的“晒娃”视频，需多措
并举形成合力，尤其要明确“晒娃”的
概念边界，用法律法规为儿童的成长

保驾护航。孩子不是拿来博取眼球和赚取利益的
工具，养育孩子的过程更不能夹杂着功利心。“晒
娃”与“啃娃”，一字之差，区别巨大，界限在哪里，
家长和视频平台心里要有一笔清楚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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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

上周末，重庆渝北吾悦广场正
式开业。据悉，渝北吾悦广场是中
央公园商圈首个开业的大型商业
体，接下来还有龙湖公园天街和重
庆大悦城将陆续亮相。由于商业面
积超越了解放碑、观音桥等传统商
圈，该商圈被网友们打趣称为新晋
的“宇宙中心”。“宇宙中心”一出，山

城再次沸腾起来。
重庆人对商圈有着特殊的感

情。从街边小铺的吆喝，到多条步
行街的涌现，再到各大商圈遍地开
花，在凸显消费聚集效应的同时，重
庆人也对这座城市有了更高的认同
感。解放碑、观音桥、三峡广场、中
央公园……这些地标，见证着这座
城市的华丽蝶变，记录着市民生活
品质的持续提升。

商圈的意义，不仅在于过去，还
在于未来。商圈实力既代表了消费
实力，也展示了市场活力，正在成为
城市崛起的重要指标。今年 7 月，
经国务院批准，五个城市将率先开

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重
庆名列其中。“率先”的机会，已经表
明了对重庆消费实力与潜力的认
可。然而，政策利好不止于此。10
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
纲要》提出“打造世界知名商圈”。
伴随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的
步伐，重庆商圈开启了新一轮提档
升级。

打造世界知名商圈，带给重庆
的不只是消费的增加，更是城市能
级的提升。对标全球一流商圈，加
速向“世界知名”迈进，方能聚集世
界范围内的高端生产要素，拥有更
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以解放

碑-朝天门商圈为例，经过20余年
的发展，该商圈已成为年均人流量
超1.6亿人次的国内知名商圈。但

“国内知名”并非终点，而是新的起
点。接下来，要对标世界著名商业
街，在品牌集聚、消费升级、环境美
化、地标塑造上下功夫，不断提升商
圈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建设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万事已备，东风已来。打造世
界知名商圈，重庆不仅要有雄心，还
要找到合适的路径。首先，不能简
单复制，而是要突出特色，错位发
展，要充分挖掘重庆山水地貌、人文
风情的特点，将智慧、时尚、品牌等

商圈元素与本土特色相融合，让商
圈在焕发活力的同时，保持巴渝韵
味。其次，不仅要汇聚世界知名品
牌、全球性总部，营造现代时尚的消
费场景，更要精心打造文化磁场，塑
造高品质的公共空间，让世界心向
往之。

商圈已经成为世界观察重庆消
费的一扇窗口。消费“火”起来，人
气“聚”起来，城市就会充满“烟火
气”，经济社会发展就会“节节高”。
打造城市商圈升级版，形成商业聚
集效应，让消费热起来，经济活起
来，重庆就一定能在融入“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

打造城市商圈升级版
□何勇海

据报道，因店招含“青花椒”字样，四川多
家餐馆老板成被告。原告上海万翠堂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简称上海万翠堂）认为，这些餐
馆涉嫌侵害其商标权。该事件经媒体报道
后，原告上海万翠堂被质疑涉嫌“碰瓷诉讼”、
恶意诉讼。12 月 25 日，其董事长就此回应
称，已责令撤回全部诉讼。

天眼查App显示，上海万翠堂的经营范
围为餐饮服务等，其旗下有一家青花椒砂锅
鱼品牌。从2017年开始，这家公司就频繁注
册各种“青花椒”商标。沾上“青花椒”就能够
被起诉吗？有律师指出，“青花椒”三字如果
仍以花椒品种、通用名称的身份出现，哪怕某
个公司拥有所谓的商标权，也不具备提起侵
权诉讼的正当理由。

众所周知，作为一款必备佐料，花椒本
来就有青花椒、红花椒之分。作为一种地
理标志，青花椒是主产于四川、重庆地区的
有名调味料。换言之，青花椒只是一个花
椒品种，是一种通用名称。我国《商标法》
第十一条规定：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
形、型号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这恐
怕也是上海这家公司频繁注册各种“青花
椒”商标，多数被驳回的原因所在。即使是
已经通过审核的相关商标，也大多带有明
显图标，不能与所谓的文字商标“青花椒”
划等号。

上海这家公司获得的“青花椒”有效商
标，并非在调料用品等类别上申请注册的，而
是在快餐馆、饭店等服务上申请注册的。事
实上，我国《商标法》并不禁止通用名称跨类
别注册。但如此跨类别，根本没跨出实质性
区别，是在钻法律空子。商标管理部门应就
通用名称跨类别注册商标，出台更细致的指
引。

前段时间，“逍遥镇胡辣汤”“潼关肉夹
馍”商标诉讼维权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相关
部门也出面规范此类行为。如今“青花椒”
又站上风口浪尖，被诉侵权者中，有人被迫
关店，有人铲字自保，有人将“青花椒”改为

“清花椒”。如今，相关诉讼虽全部撤回，但
类似“商标碰瓷”与恶意诉讼，却还要警
惕。期待有关方面叫停这种乱象，并通过
释法说理、完善商标管理体系等措施，既依
法保护商标，又防止别有用心之人“钻空
子”。

“青花椒”被告
“商标碰瓷”何时休

背景摘要：

近日，萌娃短视频爆火，
不少家长跟风将孩子打造成

“小网红”，以期实现流量变
现。网上频频出现2岁孩子
吃播、穿着尿不湿下厨房做

菜等“秀娃”视频。这种现象引发了高校学生热议，本报
对此进行了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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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作者均系重庆大学学生）

大足 农村改厕“改”出乡村新面貌

科学布局
乡村焕发新面貌

走进大足区古佛村，一片环境优
美、富有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映入眼
帘——干净整洁的道路两旁，绚丽多
姿的鲜花随风摇曳，微微泛黄的植被
仿若为这美丽的村庄披上新装……

过去的古佛村家家户户都是旱
厕，没有冲水设施、没有排污管道，蚊
蝇乱飞，这样的如厕环境不仅影响群
众的身体健康，还制约人居环境的改
善、美丽乡村的建设。

针对这一痛点，大足区委、区政府
高度重视，区委书记、区长多次批示并
召开专题研究会，确定将农村改厕工
作作为系统工程来推进，以2013年以
来享受财政补助的农村户厕问题摸排
为重点，以各街镇、村（社区）为单位，
在逐户听取群众意见、了解群众需求
的基础上，科学确定改厕任务、明确到
户清单，高位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其中，针对问题户厕，借助市级
数字化台账系统，做到“现场摸排一
户上传一户、整改一户销号一户”的
方式进行精准整改，确保做到“改一
户成一户”。

至今，大足已开展农村户厕问题
摸排2.92万户，260个村社已全面完

成摸排任务，发现问题1332户，正加
快落实整改。

“厕所革命”迈出了一小步，群众
生活品质跨进了一大步。自农村“厕
所革命”开展以来，昔日农村旱厕彻底
换新颜。

“以前家里老式的厕所太脏了，特
别是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很多。现在好
了，在政府的帮助下，改成了水冲式
的，又干净又方便，真是太好了！”家住
古佛村68岁的村民陈昌明高兴地说。

古佛村是大足区推广农村旱厕改
造的示范村之一，自9月动工以来进
展顺利。目前，全村已完成无害化卫
生厕所升级改造完成232户，无害化
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9％。

同样改造的还有国梁镇边桥村。
2021年，边桥村深入推进农村“厕所
革命”，按照“整村推进、分类指导、建
管并重、长效运行”的基本思路，加强
标准化建设，因地制宜、因户施策，抓
好典型示范，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最终
实现村容村貌明显改善，提升群众幸
福感的目标。目前，边桥村已完成改
造提升农村厕所243座。

古佛村、边桥村是大足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大足把农村“厕所革命”当
作惠民利民的重点民生工程来抓，在充
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适度推进农
村户厕改造和公厕建设，实现愿改则
改、能改则改，逐步提升卫生厕所普及
率，助力人居环境提升，实现乡村振兴。

建管并重
百姓生活更惬意

改建厕所看似是一件“小事”，却
是关乎人民健康福祉与生态环境的

“大事”。
“‘厕所革命’本身就是为了改善

农民居住条件，提升人居环境，不能背
离农村改厕的初衷。”大足区农业农村
委相关负责人说。

在农村改厕工作整体推进过程
中，大足区严格把握模式选择关、产品
质量关、施工质量关、竣工验收关“四
关”，高质量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助
力美丽乡村建设。

通过专门对照国标，严格选聘施
工队伍，按照相关技术规范，组织各镇

街开展“厕所革命”相关培训200人
次，明确改厕相关产品的技术参数、型
号及质保要求，统一施工方式，从源头
上严把改厕质量关。

同时，创新实行“首村首厕过关
制”，严格考核施工质量，减少遗留问
题，确保改厕质量让群众满意。

农村改厕“三分建、七分管”。为
扎实推进农村改厕工作，确保“建一户
成一户、用一户赞一户”，大足坚持建
管并重，在抓好改厕质量提升的同时，
突出抓好后续管护机制建设，着力解
决农村改厕“最后一公里”问题。

具体为，在改厕建设完成后，大足
区按照《重庆市农村户厕整村推进无
害化改造项目验收规程(试行)》对新改
造农村户厕进行竣工验收，以确保质
量、时间、群众认可“全过关”。

同时，通过综合运用农村户厕改
造数字化管理服务平台，针对已完成
改造的户厕，制作统一的二维码标识
上墙，群众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开展
报修、清掏等工作，以畅通户厕管护渠
道，确保后续管护措施到位。

“群众扫描二维码提交管护需求

后，当地指定机构会在24小时内上
门，按需提供清掏、疏通、换件等日常
管护服务。如若24小时内不能办结
的，将自动转入问题厕所整改流程。”
大足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大足区已基本实现“改厕问
题有人管，厕所坏了有人修，粪污满了
有人掏”的“全户厕、全时段、全问题覆
盖”的精准管护格局。

提档升级
添彩乡村振兴

“干净整洁的厕所环境，是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点睛之笔。”大足区农业
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认为，推进“厕所革
命”，不能局限于新建改建厕所本身，
而是要把它当作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建设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基础。

为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大
足聚焦环境卫生提升和垃圾污水治
理，因地制宜建设农村户厕改造污水
管网——

在农户集中的地方建设“大三格
式”化粪池，配套生化处理池、人工湿
地等，对化粪池外溢粪水进行消纳降
解处理。

在农户分散的地方建设三格式化

粪池，粪污接入当地污水处理管网，进
行生态处理。同时，针对没有条件接
入当地污水处理管网的，在出粪口安
装污水收集设施，或由农户适时清掏，
抽排还田。

农村污水管网建设仅仅是大足推
进农村“厕所革命”，提升人居环境，助
力乡村振兴的“冰山一角”。

近年来，大足以“五沿”区域和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美丽巴蜀宜居乡村
示范带先行区为重点，深入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通过结合当地实际情
况，精准施策、分类指导，推动农村厕
所改造从数量增加向质量提升转变、
从重建设向建管并重转变，确保改一
户成一户、用一户好一户，切实提升群
众幸福感、获得感。

截至目前，大足区卫生厕所普及率
达 90.2% ，累 计 纳 入 改 厕 总 户 数
146835 户，已完成农村户厕改造
132459户、农村公厕81座，有效改善了
群众如厕环境，提升了乡村人居环境。

下一步，大足将继续按照全市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要求，扎实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努力提档升级村庄风貌，
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助力
乡村振兴。 刘茂娇 吴志杰 董韬

厕所改造是美丽乡村建设的
重要内容之一，更是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

近年来，大足区坚持以乡村振兴
战略为导向、以改善民生为目标、以
保障人民健康为宗旨，按照“提升一
批、布局一批”的工作思路，采取整体
提升、建管并重、长效运行等措施，扎
实推进农村改厕工作，全面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助力
乡村振兴。

2021 年，大足区新建户厕
5000户、农村公厕11座，农村卫生
厕所普及率达90.2%，有序推进农
村厕所无害化建设，改善了农村人
居环境，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明
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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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的公共卫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