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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
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对未成年人保
护、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等此前经营过
程中的质疑点进行规范，让热度攀升
却一直没有具体管理措施的剧本娱乐
经营场所有了明确的规范。（A4版）

剧本杀产业进入合规管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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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群众幸福生活“加温”
——安徽省黄山市坚持为民办实事着力推进文明城市创建

本报记者 李林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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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记者 王
思北）中央网信办6月27日在北京召开
全国网络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将持续
抓好《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
贯彻落实，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丰富
内容载体，创新方式手段，努力开拓网
络文明建设工作新局面。

据悉，近年来，中央网信办、中央文
明办会同各地各部门把网络文明建设
摆在网信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位置，网络文明建设顶层设计逐步完
善，党的创新理论网上传播入脑入心，
网络空间文化培育创新开展、道德建设
蔚然成风、行为规范更加完善、生态治
理有力有效，各方面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和明显成效。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做好网络文明
建设工作，将把学习宣传党的创新理论
作为网络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把培育
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作为网络文明建

设的基础工程，把网络文明实践养成作
为网络文明建设的关键举措，把网络综
合治理作为网络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
着力提升网络文明建设质量和水平。

同时，还将加快建立党委统一领
导、党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
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强化统筹
协调，坚持发展和治理相统一、网上和
网下相融合、多元主体参与，凝聚起网
络文明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

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
网约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奔忙于城
市各个角落，穿梭在人潮之中，是保
障城市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于
一座城市而言，对户外劳动者的关
爱，不仅体现了一座城市的人文温
度，也显示了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
近年来，全国多地纷纷打造爱心驿
站，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场所，解
决他们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如厕
难等问题。目前，这些爱心驿站的具
体成效如何？又存在哪些问题？记者
近日进行了走访调查。

现状 为户外劳动者提供暖
心服务

日前，记者来到成都市锦江区宏
济新路上的“小牛哥·刹一脚”爱心驿
站。这是一个24小时不打烊的驿站，
面积约 30平方米，内设微波炉、冰
箱、饮水机、医药包、桌椅等设施，为
户外劳动者解决吃饭难、喝水难、休
息难等诸多实际困难。除了能提供喝
水、热餐等生活服务外，还提供书籍
报刊阅读、政策宣传、观影休闲等文
化服务。驿站内还设有供户外劳动者
放松解压的心灵驿站，以及提供法律
咨询等功能的小牛哥智能应用平台。

赵明阳今年29岁，是工作在锦
江区宏济新路周边区域一位外卖骑
手，以前在冬天，不能及时吃上一口
热饭是常有的事儿。“小牛哥·刹一
脚”爱心驿站的建立，让他和周边的
外卖小哥们在冬天能喝上热水，吃上
热饭，还能在炎热的夏天坐在空调房
里歇歇脚。“驿站内环境舒适、设施齐
全，十分方便。”赵明阳说，更让他感
到高兴的，是驿站附近还设有更换电
瓶车电池的设施，很是方便。

锦江区牛市口街道党群科负责
人余映告诉记者，街道在整合闲置
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小牛哥·刹一
脚”爱心驿站为快递物流从业人员
提供职工互助保险、法律援助、技能
培训等服务，同时联合多家外卖企
业，组建起一支规模600余人的“小
牛哥·先锋车手”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队伍，开展“禁毒先锋”宣传、

“爱心跑腿”结对等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活动。

在四川各地，像“小牛哥·刹一
脚”爱心驿站这样为劳动者提供暖
心服务的爱心驿站还有很多。绵阳
市游仙区六里村附近的“零工爱心
驿站”，集候工、休息、互通用工信息
等功能于一体，让零工“有处候工、
有序候工、规范候工”。在宜宾市南
溪区，当地结合环卫工人、快递小
哥、网约送餐员、网约车司机、公交
司机、交警、城管、建筑工人等群体
的实际情况，在主城区和工业园区
等地规范化建设了11个“劳动者温
馨港湾”。德阳什邡市已建成10处户
外劳动者红色服务驿站，形成了全
城爱心驿站“服务圈”，当地还招募
志愿者在各个“爱心驿站”常态化为
户外工作者提供爱心早餐、义诊、理
发、核酸检测等志愿服务活动，将人
文关怀落到实处……

在浙江省杭州市，中国美术学院
旁边的象山国际广场转角处的空地
上，一辆车身呈暖橙色、头顶两只蜜
蜂触角的萌萌的“暖蜂巴士”，总能吸

引过往路人的目光。巴士车厢内不仅
设有休息区，还设有医疗、维修工具
区，每天早上9点至晚上10点开放。

“2021年 9月，我们通过实地走
访发现，在辖区商业体象山国际广场
及周边区域，集聚了很多外卖小哥，
由于没有专门的休息场所，他们吃饭
喝水常常只能蹲在路边。”杭州市西
湖区转塘街道党建办主任冯珏告诉
记者，在充分了解到这些户外劳动者
的需求后，转塘街道联合中国美术学
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将一辆废旧巴士
改造成“暖蜂巴士”，向户外劳动者提
供服务，并由街道聘请物业公司负责
管理维护。

问题 设施不完善、资源未
得到最大化利用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目前部分爱
心驿站还存在如场地利用率不高，配
套设施更新不及时，以及在户外劳动
者中知晓度不够高等诸多问题。

在采访中，外卖小哥赵明阳也表
示，虽然“小牛哥·刹一脚”驿站为户
外劳动者提供了诸多贴心服务，但面
积相对狭窄、不能同时容纳太多人是
目前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

目前，杭州西湖区转塘街道除了
在辖区主要商业体打造“暖蜂巴士”
之外，已建成了两个街道暖蜂驿站和
44个村社暖蜂驿站服务网络。“虽然
数量多，覆盖面广，但就使用者反馈
的情况来看，‘暖蜂巴士’在外卖小哥
群体中更受欢迎。”冯珏坦言，由于使
用者素质参差不齐，不爱护环境、设
施损坏等情况时有发生，为巴士的维
护增加了负担。

“多地爱心驿站整合了企业、社
会组织、社会爱心人士等方面的资
源，体现了对劳动者的尊重，也体现
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河海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静认为，一些

爱心驿站目前在管理规范化、服务精
准化、运营持续化等方面仍有不足。
他指出，不少爱心驿站缺少专人专岗
进行管理，这就有可能导致爱心驿站
不能持续发挥作用；其次，一些爱心
驿站的服务不够精准，所提供的物
资、服务有些并不是劳动者最需要
的；最后，部分爱心驿站的运营缺乏
相应的资金支持，要想长期存在且发
展下去是比较困难的。（下转A2版）

本报讯（山文）近日，山西省政府新
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深入解读“2022
年第2号省级总林长令”及山西省国家
草原自然公园试点建设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西省累计营
造林2800多万亩，截至2020年底，森
林覆盖率为23.57%，草原综合植被盖
度达到73%，绿色版图不断充实。在此
基础上，山西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

“森林覆盖率五年要再提高2.5个百分
点”的战略目标，进一步筑牢美丽山西
生态屏障。

为实现这一目标，近日，山西省级总

林长签发《关于确保实现“十四五”森林覆
盖率目标的令》，要求各级林长切实担负
起保护发展林草资源主体责任，聚焦森林
覆盖率增长战略目标，严格按照全省“十
四五”最低新增成林面积任务，细化压实
市、县、乡、村各级林长责任。巩固存量、保
证增量，推行新造林地“先造后封、造后必
封”政策，提高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将未
成林管护、灌木林改造、疏林地补植作为
增覆盖的重要途径，最大限度提升现有林
地资源的成林覆盖水平。

此外，山西省政府办公厅近日还印发
了《山西省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建设指

导方案》，提出到2025年5月底，基本完
成长治市沁源花坡草原、晋城市沁水示范
牧场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建设任务。山
西省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
草原自然公园是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
展草原生态旅游、科普宣教、保护利用示
范的主要阵地。以离太原市较近的花坡国
家草原自然公园为例，该国家草原公园位
于长治市沁源县，属山地草甸类草地，规
划面积8000余公顷，草种类丰富，花期长
达4月之久，建成后将成为太原人休闲旅
游的又一个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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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网信办部署推进网络文明建设工作

建设国家草原公园
山西省进一步筑牢美丽山西生态屏障

近年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贵德县把乡风文明建设作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抓紧抓实，不
断创新工作方法，丰富活动载体，向
善向上、和谐有序的文明新风在贵德
大地拂面而来。 （B2版）

弘扬文明新风助力乡村振兴

自2021年实行网格化服务管理
以来，马鞍山经开区形成了“小事不
出组，大事不出村”的网格治理工作
格局，发现隐患、防范风险能力得到
显著提升，社会治理、平安建设效能
明显增强。 （B3版）

马鞍山经开区“小”网格，“大”作为

6月14日上午8点30分，黄山市民
谢立勤买完菜走出丰华农贸市场，脚上
一双蓝色的运动鞋干干净净，“过去到
市场买菜，到处脏得无处落脚，现在来
菜市场买菜就像逛超市一样，一点儿也
不担心会弄脏鞋子。”

丰华农贸市场旧貌换新颜，是黄山
市推进文明城市创建中为群众幸福生
活“加温”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安徽省
黄山市坚持把文明城市创建与民生改
善相结合，从百姓最关心、最忧心、最揪
心的事情入手，改善群众生活质量、提
高群众幸福指数。

“菜篮子”拎出幸福感

6月14日上午7点不到，丰华农贸
市场里已是人声鼎沸。记者环顾四周，
市场内宽敞明亮、干净整洁，“文明健
康，绿色环保”“共建智慧菜市，同享美
好生活”“有序排队，佩戴口罩”等宣传
标语有序张贴。

“以前的农贸市场环境不好，没多
少人来买菜，现在市场改造后，每天来

买菜的市民特别多，从早忙到晚。”正在
自家摊位前忙碌的商户叶文豪笑呵呵
地说道。

位于屯溪区滨江中路10号的丰华
农贸市场是黄山市中心城区市民的“菜
篮子”。这家建于2000年的大型综合农
贸市场，过去卖菜的摊位零散没有规划，
设施设备老化，环境脏乱差。“商户随地
扔垃圾，地上到处都是水，市民进来都要
穿雨鞋。”提起曾经的丰华农贸市场，丰
华农贸市场负责人张丽霞深有感触。不
仅如此，商户还存在私自搭建、占道经营
等现象，常把市场主干道围得水泄不通。

2019年，为实现“稳市场保民生”的
工作目标，守护好市民的“菜篮子”，黄
山市对丰华农贸市场在内的多家菜市
场进行了全面“提档升级”。改造后的丰
华农贸市场占地5000余平方米，按照
干湿分离的标准合理规划了摊位，新增
了白条禽区域和停车场。除此之外，丰
华农贸市场还完善了灯光照明设备和
监控设备，增补了电风扇、公平秤，配备
了7名卫生员。

“改造后的菜市场焕然一新，环境
好了，通道宽敞了，蔬菜、水产等区域划
分得很清楚，每天还有人打扫卫生，再
也不怕脏水满地了。”今年60岁的吴瑞
香在自家的蔬菜摊位前忙得脚不沾地，
她和老伴在丰华农贸市场经营摊位已

有20年，多年来虽然攒了不少回头客，
但此前因为经营环境脏乱差，生意还是
受到了不小的影响。谈起丰华农贸市场
的变化，正在吴瑞香的摊位前买菜的市
民姚金全也感触颇深，她说：“现在的菜
市场很干净，摊位规划得很整齐，光线
也很好。”

小小“菜篮子”，折射大民生。2019
年起，黄山市全力推进农贸市场“升级
改造”，完成了10家农贸市场的“标准
化”改造、“规范化”管理、“超市化”经
营，让老百姓的“菜篮子”拎出幸福感。

老旧小区提“气质”

走进黄山市屯溪区戴震路社区沙
洲新村小区，巷道两旁一幅幅精美的历
史文化彩绘吸引了记者的视线。

沙洲新村小区是黄山市屯溪区建
设最早的小区，随着时间推移，小区内
逐渐出现居民楼墙皮脱落、管线杂乱等
现象，居民家中漏水也是常有的事儿。

“那时的整个小区可以说是脏乱差，水
泥路面坑坑洼洼，居民私搭乱建、垃圾
随意丢，花园里杂草丛生。而且小区还
是开放式的，没有物业管理，硬件设施
也不到位。”戴震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胡小燕回忆起过去的沙洲新村
小区直摇头。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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