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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大风刮起的农用地膜、公
园附近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飞扬
的塑料袋……这些看似不起意
的东西，却可能给高铁行车带来
安全隐患。

今年“五一”小长假，就有
一片大风刮起的农用地膜挂到
了京广高铁的接触网上，导致
多趟列车晚点。那么，为何接触
网异物能“逼停”高铁列车？我
们该如何守好高铁行车“安全
红线”？

据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
限公司北京供电段接触网技术
科副科长何成林介绍，接触网
是动车组动力来源的重要组成
部分。如果接触网上悬挂了异
物，可能导致线路短路跳闸，直
接中断供电，或者引起受电弓
故障导致取电受阻，严重时甚
至可能引发火灾或者人员触电
等事故。

目前，对接触网造成影响的
异物从材料类型上分为两种：一
是导电型异物，如锡箔纸、含金
属丝的风筝线等。这些异物如果
一端接触到供电线路，另一端接

地，就会造成接触网短路跳闸，
导致动车组失去动力。二是绝缘
型异物，如农用地膜、塑料布等。
它们虽然不导电，但一旦侵入高
速行驶的动车组受电弓动态包
络线，也能瞬间造成受电弓故
障，导致动车组无法从接触网获
得电流。

接触网挂上异物后，该怎么
处理？一些特别小的异物，如果
对列车运行影响不是很大，工作
人员会采取受电弓降弓运行，通
过异物点位后再升弓取流，减小
对铁路运输的影响。对于比较小
的轻飘物，专业人员可以通过登
乘动车组的方式，反向乘坐至故
障点进行人工操作，处理时间较
短。不过，如果异物体积较大，需
要首先将线路上运行的列车叫
停，接触网设备停电，牵引供电
专业人员在做好相应安全措施
后进行人工清理。如果异物特别
大，往往还需要调动接触网作业
车辅助操作，耗时较长，影响也
较大。

听起来接触网好像很“脆
弱”，其实不然。接触网设备本

身稳定性比较强，但目前存在
的问题是外来风险因素太多且
不稳定。铁路供电段的工作人
员负责沿线“潜伏”轻飘物的治
理，包括工地防尘网、农村塑料
大棚和菜市场的塑料包装袋，
甚 至 每 年 都 会 处 理 很 多 风
筝线。

“这些外来物动态性极强，
特别不好控制。毕竟铁路除了部
分隧道区段，都是露天开放式环
境，经过城区、村庄就会存在各
种隐患。”何成林说。

问题来了，该如何守好高铁
行车“安全红线”？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国家轨
道交通电气化与自动化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主任高仕斌表示，铁
路部门为保证高铁安全运行，采
取了许多措施予以防范，例如安
排专业人员定期巡检、登车添乘
（检查），同时还采取通过卫星图
像比对等科技手段，确定铁路沿
线周边新增的“潜伏”轻飘物，提
前研判。

根据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
联合印发的《高速铁路安全防护

管理办法》，在高速铁路线路两
侧各500米范围内，不得升放风
筝、气球、孔明灯等飘浮物体，不
得使用弓弩、弹弓、气枪等攻击
性器械从事可能危害高速铁路
安全的行为。

线路两侧的塑料大棚、彩钢
棚、广告牌、防尘网等轻质建筑
物、构筑物，其所有权人或者实
际控制人应当采取加固防护措
施，并对塑料薄膜、锡箔纸、彩钢
瓦、铁皮等建造、构造材料及时
清理，防止大风天气条件下危害
高速铁路安全。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大力推
动铁路沿线安全整治工作。
2020年，国家铁路局等部门印
发《铁路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开展铁路
沿线环境安全专项整治。

高仕斌表示，守住高铁行车
“安全红线”，需要全社会树立全
民保障高铁安全的意识，通过铁
路人的努力和铁路沿线人民群
众的努力，共同使高铁运行得更
好、更安全。

（新华社樊曦段亚楠）

面对异物来扰，
如何守好高铁行车“安全红线”？

韩城市举办首场
“庆华诞迎盛会
永远跟党走”新时代
文明实践大集市活动

本报讯（田媛媛 梁嘉宸）5月
24日上午，陕西省韩城市首场“庆
华诞 迎盛会 永远跟党走"新时代
文明实践大集市在南湖公园北广
场热闹开市。

活动当天，全市的心理咨询、
法律咨询、义诊义治、安全宣传、环
保宣传、妇女儿童维权宣传、惠农
政策宣传、健身知识宣传、交通安
全宣传等20多支志愿者队伍在现
场开展志愿宣传服务活动。

据了解，此次新时代文明实践
大集市活动，是韩城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落
实“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具体实践，
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精神，将群众最需要的服务直接
送到群众手中、群众身边，切实提
高群众的幸福指数。

近年来，广西柳州市柳城县致力于做大做强桑蚕产业，把桑蚕产业做成带动产业脱贫和农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近期，柳城县各乡镇
蚕茧陆续上市。图为5月25日，在柳州市柳城县冲脉镇冲脉社区一蚕茧收购站，两名农户将蚕茧倒进框里。 邓克轶 摄

（上接1版）
今年4月28日，成都市青羊区

西城尚锦小区高空视频监控系统
正式启动运行。52个摄像头从不同
角度“仰视”着小区，24小时监控高
空抛物现象。西城尚锦物业服务中
心负责人胡道伍介绍，管理人员既
可以通过系统终端显示屏调取监
控画面，也可以通过电脑和手机
APP进行查看。胡道伍表示：“以往
每次遇到高空抛物的投诉，都很难
确认谁是高空抛物责任人，而现在
有视频为证，我们会对相关责任人
进行教育劝导，并将事件在社区网
格群内进行通报，进一步宣传高空
抛物的危害。”

“就我所知，自从监控系统安
装以后，小区内几乎没有再出现过
高空抛物现象。”西城尚锦小区业
主葛先生表示，在借助科技力量对
这些陋习进行约束的同时，更重要
的是加强每个人的道德约束与法
律意识。

◎ 思考
治理乱象要约束更要培

育文明

回看数月来全国各地对高空
抛物案的宣判，不难发现司法领
域对于高空抛物治理的积极回
应，对有效防范、遏制高空抛物行
为的发生，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具
有重要作用。

四川蜀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覃
小玲介绍，近年来高空抛物事件越
来越多，但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关
于“高空抛物”的检索，2018年至
2020年，全国审判的与高空抛物
有关的案件分别是207件、444件、
622件，其中刑事案件分别是5件、
12件、50件。可见高空抛物案件最
终进入刑事程序的很少，基本上通
过民事赔偿就解决了。而此次刑法
修正案的实施，将“高空抛物罪”作
为新罪名单独入刑，标志着国家从
法律上遏制这一不文明行为的约
束力愈加强硬。

覃小玲说：“此前对于高空抛
物，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
共安全的，一般以危害公共安全罪
定罪处罚。但该罪的入刑起点高，
不能涵盖所有的高空抛物行为。此
次高空抛物入刑，单独成罪实质上
降低了入罪门槛。让依法惩治高空
抛物的链条更加完整，使得高空抛
物走出了‘没有伤害就没有处罚’
的尴尬。此外民法典也规定了禁止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并明确了公
安机关在高空抛物中的调查职责。
刑法民法衔接，正是对陋习的有力
震慑。”

高空抛物是对他人生命和财
产的漠视，折射了抛物者文明意识
的淡薄和道德自我约束力的不足。
对此，成都市双流区东明社区党委
书记宋艳认为，治理高空抛物乱
象，一方面要广泛宣传法律知识，
以“零容忍”态度对待高空抛物违
法行为；另一方面也要提高公民的
道德素养和文明意识，共同维护

“高空文明”。

中国大数据产业年均复合增
长率逾30%、产业规模超万亿元、
5G终端连接数占全球80%以上
……5月26日，2021中国国际大
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省贵阳市
开幕，一个个令人振奋的数据从
现场传出。

从落地生根到枝繁叶茂，大
数据这棵“智慧树”，正在中国大
地拔节生长，深刻改变你我的生
产生活。

◆ 数字化为经济转
型增添动力

经过40余天激烈角逐，基于
云资源的流体力学仿真服务团队
带来的“QFLUX计算流体动力学
仿真软件”，5月25日从全国827
个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2021数
博会工业APP融合创新大赛一
等奖。

除15万元奖金外，大赛还将
为其提供投资孵化、产融对接、品
牌宣传等服务。

作为数博会经典赛事，工业
App融合创新大赛不仅为大数据
创新提供了竞技舞台和成长平

台，也见证了中国大数据产业和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

——全社会数据总量爆发式
增长。目前我国数据增量年均增
速超过 30%，数据中心规模从
2015年的124万家，增长到2020
年的 500万家；数据应用正从消
费互联网向工业互联网加速渗
透，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大数据应
用最为活跃、最具潜力、环境最优
的国家之一。

——数字经济助力高质量发
展。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
7.8%，电子商务、移动支付普及率
居全球首位，数字经济总量已跃
居世界第二……数字产业化、产
业数字化的发展路径，不仅重塑
了生产方式和产业格局，也推动
中国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的跃升。

“当前，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
素，数据价值不断释放，数据资源
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越发突出，
已成为加快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引
擎。”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刘烈
宏在数博会开幕式上表示，大数
据产业作为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的

关键支撑，是推动工业经济迈向
数字经济的重要决定性力量。

◆ 数字化让民生服务
更加便捷

注册用户超4500万人，累计
系统访问量达17.386亿人次，累
计扫码亮码15.413亿人次……较
早推出“健康码”、与全国互联互
通后，贵州交出一幅疫情防控的

“数据画像”。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数

字信息系统成为疫情防控的重要
手段。

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
心主任吴士勇说，随着技术的发
展，大数据应用场景不断增加。例
如，为了强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建
立了确诊和疑似病例数据库、密
接人员数据库等6大数据库，通
过数据对人群画像，区分风险
等级。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
数字政府建设稳步推进。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

年）》显示，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指
数全球排名从2016年的60多位
上升到目前的40多位，各类行政
许可事项实现“网上受理”和“最
多跑一次”的比例持续提升，全国
一半以上行政许可事项平均承诺
时限压缩超过40%。

◆ 数据安全保障能力
不断提升

数字经济在不断衍生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时，也给政府
监管带来挑战。

侵犯知识产权、大数据杀熟、
个人隐私泄露、平台垄断加价等
问题接连出现，不仅损害个人乃
至社会权益，扰乱市场正常秩序，
更破坏了创新的生态土壤。

数字经济这艘“大船”要想行
稳致远，必须守护好数据安全这块

“压舱石”。连日来，在贵阳大数据
安全产业示范区，一场以网络安全
为主题的攻防演练正在进行。

2016年以来，贵阳大力建设
大数据安全靶场。“网络空间存在
的安全问题，需要靠靶场来检
验。”贵州数安奇天网络安全服务

有限公司董事吴剑说。
360集团董事长周鸿祎表示，

愿与贵阳合作，把当地安全运营
体系、安全运营团队、网络安全公
共服务建立起来，一起为大数据
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为加强数据安全保护，提升
国家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十四
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明确提出，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
相适应的政策法规体系。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
定》等法律法规已对数据安全、个
人信息保护等进行了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
法（草案）》也已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会议二次审议。

正如中央网信办网络数据管
理局有关负责人在数博会上所
言，运用政策、法律、技术等综合
手段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坚决打
击群众反映突出的滥采滥用个人
信息问题。
（新华社邹多为潘德鑫向定杰）

大数据这棵“智慧树”如何改变中国
辽宁自贸区大连片区
推出企业信用
修复新模式

新华社大连5月 27日电（记
者 郭翔）为引导企业纠正失信行
为，修复自身信用，辽宁自贸区大
连片区近日推出企业信用修复新
模式，实现企业信用修复“不见面
办理”“一次都不跑”和“24小时本
级办结”。

据介绍，信用修复是指企业受
到行政处罚或进入经营异常名录、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在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期间，已
经纠正其违法、失信行为，消除不
良社会影响，可以申请缩短公示期
限、更正信息或停止公示。

据了解，以往申请信用修复，
企业要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现场
办理，监管部门从收到申请材料到
做出决定的法定时间为5个工作
日，有时因为申请材料问题企业需
要反复修改提交，一定程度上增加
了企业办事的时间成本。

辽宁自贸区大连片区市场监
管部门推出“一次性告知”“全程网
办”“24小时本级办结”举措，打通
了企业全流程线上信用修复渠
道，实现了精准受理、便捷修复和
快速回复。下一步，辽宁自贸区大
连片区将努力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推动事后修
复向事前提醒转变，探索科学化精
细化标准化管理路径。

内蒙古真金白银
助力马铃薯产业发展

新华社呼和浩特5月27日电
（记者 李云平）记者从内蒙古自治
区农牧厅获悉，内蒙古最新出台马
铃薯产业补贴政策，将对马铃薯生
产者、科技创新品种和加工订单企
业进行补贴，促进马铃薯产业高质
量发展，巩固提高马铃薯优势产区
核心地位。

马铃薯既是我国重要蔬菜、粮
食兼用作物，也是内蒙古特色优势
作物。为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内
蒙古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规划到
2025年种植面积恢复到800万亩
以上、加工转化率达60%左右、全
产业链产值达230亿元以上。

据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种植
业管理处副处长董奇彪介绍，内蒙
古将继续实施马铃薯生产者补贴
政策，从国家补助额度中集中调剂
5%的资金用于马铃薯生产者补
贴，各盟市将根据国家和自治区补
贴政策、结合近年种植结构调整实
际，制定具体补贴方案。

同时，内蒙古实施马铃薯科技
创新补贴政策，对自治区内科研院
所、企事业单位、个人自主选育的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新品种，
在自治区境内推广面积达到一定
规模的，给予选育单位或个人一次
性奖励。年推广面积在10万亩以
上的品种，一次性奖励500万元；
年推广面积在 30万亩以上的品
种，一次性奖励1000万元。

董奇彪说，内蒙古实施马铃薯
加工订单补贴政策，补贴对象为在
自治区注册的、与马铃薯种植户签
订加工专用薯生产订单并履行合同
的加工企业，补贴标准为20元/吨。

据了解，经过申报、核查、公示
等流程后，内蒙古将对马铃薯补贴
资金进行逐级拨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