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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国网络

法治发展报告（2024 年）》，全面介绍过

去一年中国网络法治建设进展成效，对

今后工作进行展望，释放出加强网络空

间治理、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的鲜明

导向。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拥有的

网上精神家园，每个人都希望它清朗、

和谐、富有生机。然而，人们在尽享网

络红利的同时，也时常被一些乱象所困

扰。有人迷信“流量为王”，以不良不实

内容蹭热度、博眼球；有人充当“幕后黑

手”，组织网络水军操纵信息、刷量控

评；有人推崇“网络暴力”，一言不合就

互撕攻击、谩骂吐脏……凡此种种，不

仅威胁网络安全，更会荼毒广大网民精

神健康，污染网络生态。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近年来，

国家网信办等部门积极回应人民群众

关心关切，重拳整治网络生态突出问

题，压紧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持续

净化网络环境，有力维护网民合法权益，

推动管网治网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透视 2024 年网络法治建设“成绩

单”，法治精神进一步彰显：出台《网络

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公布《促进和规范

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网络暴力信息治

理规定》，网络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依

法 对 11159 家 网 站 平 台 予 以 约 谈 ，对

4046 家网站平台实施警告或罚款处罚，

取消违法网站许可或备案、关闭违法网

站 10946 家；开展“清朗”“净网”“剑网”

等系列专项行动，重拳打击传播虚假和

低俗信息、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网

络侵权盗版等违法违规行为……实践

证明，法治是互联网治理的基本方式。

互联网越是发展，依法整治网络犯罪、

净化网络生态就越重要。

要看到，一些网络乱象并非存在于

一朝一夕，信息技术发展也会带来新问

题新矛盾。只有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

网、依法上网，利刃出鞘精准打击，久久

为功形成治理合力，才能让网络不良信

息无处遁形，让清风正气分外充盈。

【话题】“给保洁人员设立休息
室”讨论

【事件】最近，有人在网上晒出
大学保洁阿姨在厕所尽头隔间休息
的照片，狭小的空间、拥挤的环境让
人心疼。“给保洁人员设立休息室”话
题在社交平台引发讨论，大家呼吁为
保洁人员开辟休息空间，配备椅凳、
折叠床等休息设施，提供充电、储物、
热水、饭菜加热等基本服务，切实改
善他们的工间休息条件。

【点评】

“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

时传祥、29 年坚守小县城“扫街”岗

位的万道勤、守护城市岁月“净好”的

马长翟……保洁人员是“城市美容

师”，从街道 、公园 、楼宇到公共厕

所、垃圾站，城乡的各个角落，都离不

开他们的用心清洁与维护。

在看得见的地方，爱惜他们的

劳动成果，保持环境卫生已经成为人

们的自觉；但在看不见的地方，他们

的工作、休息环境也需要得到足够的

重视。由于休憩空间的缺乏，不少保

洁人员在工作间隙只能在路边、楼道

甚至厕所隔间等简陋环境中短暂休

息，安全卫生条件不佳，不仅难以缓

解疲劳，还影响职业认同感。

细微处的善意涌流，照见一个

社会的温度。更多人关注到保洁人

员缺乏休息场所，就是改变的契机。

在交流中，人们发现武汉地铁

站内设有约 10 平方米、配备桌椅和

储物柜的保洁人员休息间，其他地方

也有人反馈，一些写字楼、商场已设

置了休息区，这些切中保洁人员需要

的举措获得点赞。一些地方迅速跟

进，让关心“落地”。比如，华东政法

大学设立“保洁员爱心暖屋”，浙江万

里学院为保洁员设立专门休息室，学

校的保洁人员在辛劳工作之余有了

歇歇脚的暖心去处。

休息空间不大，却标注着社会

文明的水位。从“人同此心”的共情

发端，汩汩爱心汇聚成一条条建设性

意见，成为推动变革的力量。当“先

声”变成“共识”，保洁人员的权益得

到更有力保障，这份温暖将让更多人

心生慰藉。

为保洁人员纾困解难，完善制

度建设是治本之策。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等 7 部委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保

障环卫行业职工合法权益的意见》，

湖南、贵州等省份也印发了相关文

件，对合理设置环卫职工休息用房、

解决好工间休息问题等作出了明确

规定。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落实。各

地要因地制宜、创新举措建好保洁人

员休息场地，鼓励引导用工单位打造

配置更优、功能更全的休息空间，不

断改善保洁人员工作条件。

需要被“看见”的，不只是保洁

人员。无论是风里来雨里去的户外

劳动者，还是身处苦脏险累岗位的生

产建设者，一线劳动者的冷暖安危和

权益保障牵动着全社会的心。在上

海，各级工会去年建设改善 1050 间

工间休息室，货车司机、工地施工人

员、菜市场巡场人员等有了就近休息

的场所。截至 2024 年底，全国已建

成 18.61 万个工会驿站，全年累计服

务职工群众约 8 亿人次，不仅可满足

纳凉取暖、饮水就餐、避风遮雨等需

求，还能提供技能培训、法律援助等

延伸服务。小屋里头有大爱，拿出精

准举措，直击现实痛点，给予一线劳

动者更多关心关爱，才能在绵绵暖意

中抚平辛劳、共创美好。

人是发展的目的。期待更多回

应痛点、解渴管用的措施落到实处，

让每一份踏实奋斗得到尊重呵护，让

每一个辛勤劳动的人尽享时代的阳

光雨露。

来源：人民日报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

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 2024》显

示，2024 年中国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

跃居世界第 10 位。2012 年我国国家创

新指数排名第 20 位，短短 10 余年间位

次大幅提升，更是唯一跻身世界前十的

中等收入国家。

报告显示，中国创新资源维度综合

排名提升至第五位，知识创造维度排名

第七，高被引论文数占世界份额提升且

排名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

335.1 万件，居世界首位，创新绩效和创

新环境排名位次也明显上升。这充分

显示出我国创新资源投入持续增加、创

新产出提高，科技创新实力强劲，有力

支撑了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精准锚定我国与世界发

展的全新历史方位，将科技创新置于国

家战略的核心要地，坚定不移地深入推

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立下建设创

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通过持续大刀

阔斧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有力推动科

技自立自强，我国科技事业得以迈上全

新台阶。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党中

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工作，集中精锐力

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全力打通科技成

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加速科技成果

向现实生产力转变。这一系列高瞻远

瞩的举措犹如强劲引擎，为我国经济社

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磅礴动力，更为创

新指数的提升夯实了稳固根基。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社会齐

心协力广泛参与，科技人员辛勤耕耘无

私奉献，我国创新指数得以稳步提升。

教育水平的稳步提高，为创新发展输送

高素质人才，创新文化的广泛普及，让创

新的种子在全社会生根发芽，二者共同

为创新注入活力源泉。科技政策的大力

扶持，极大地激发了企业和科研机构的

创新热情。我国庞大且高素质的科技人

才队伍，更是推动创新的宝贵财富，他们

扎根科研一线，潜心钻研、勇于探索，将

科研成果高效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我国

在国际科技竞争中话语权不断增强，众

多核心技术实现突破，从“跟跑”逐步转

变为“并跑”甚至部分领域“领跑”，成为

引领世界创新潮流的重要力量。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关 键 在 科 技 现 代

化。科技创新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巨

轮破浪前行，中国式现代化又为科技创

新开辟发展空间，二者相辅相成、深度

融合，推动中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征程中稳步迈进。新时代，

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中央对科

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定不移地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充分发挥新

型举国体制的独特优势，全力加快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步伐。脚踏实地推

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新

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以深化

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坚决破除束缚科技

创新的思想藩篱和体制机制障碍，切实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科技竞争优势。一

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协同发展，

全力构筑人才竞争新优势。始终如一

地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

推动科技开放合作，深度融入全球创新

网络，携手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

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

持续提升中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影

响力，让科技成果造福全人类。

当前，我国正朝着 2035 年建成科

技强国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为顺利

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加大创新资源投

入力度，持续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

体系化布局，着力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与

原始创新能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

新深度交融，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

整体效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强劲

的支撑与引领。展望未来，中国必将继

续秉持科技开放合作造福人类的理念，

为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中国智慧与力

量，在世界科技舞台上绽放更加璀璨夺

目的光彩。（作者：田鹏颖，系全国红色

基因传承中心特约研究员、教育部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从跟跑到领跑”彰显科技创新强劲实力
田鹏颖

共同守护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
新华网记者 马若虎

呵护环境者，社会当呵护
卢 涛

文博游持续走热，但有媒体调查发

现，讲解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一些解说

词“假俗乱”，对游客造成误导。无视史

实，编造“奇闻轶事”，把解说变成“戏

说”，危害不小。

“假俗乱”讲解的滋生，源于有效供

给不足。面对观众高涨的观展热情，文

博单位自有讲解服务供给有限，让一些

非官方渠道的讲解服务有了市场。他

们中有的是业内人士，有的是文博爱好

者，还有的是“野路子讲解员”。水平不

够的，往往就通过猎奇来吸引观众。

有没有既能补充讲解力量又可避

免乱象的办法？关键是疏堵结合。比

如，探索申请备案、培训考核、持证上岗

等机制，将信用良好的社会讲解人员列

入“白名单”；引进第三方讲解力量时，通

过资质认定等方式加强监管；利用数字

化手段丰富讲解资源；等等。此外，观众

在游览之前，也不妨先了解一些相关知

识。这既能辨别讲解对错，也能与讲解

员有效互动，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化体验。

让讲解更加尊重历史的真实、文化

的本义、教育的初心，“文博热”才会形

成更大的社会价值。

（摘编自《北京日报》，原题为《“解

说”变“戏说”何解》）

来源：人民日报

文物讲解岂容“戏说”
鲍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