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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7月 24日，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
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方案》，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

《方案》强调，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 以长城、 大运
河、 长征沿线一系列主题明

确、内涵清晰、影响突出的文
物和文化资源为主干， 生动
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
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 促进
科学保护、世代传承、合理利
用， 积极拓展思路、 创新方
法、完善机制，到 2023 年底
基本完成建设任务，使长城、
大运河、 长征沿线文物和文
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
进局面初步形成，权责明确、
运营高效、 监督规范的管理
模式初具雏形， 形成一批可
复制推广的成果经验， 为全
面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创
造良好条件。

《方案》明确，要坚持保
护优先、 强化传承， 文化引
领、彰显特色，总体设计、统
筹规划， 积极稳妥、 改革创
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
据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整体布
局、 禀赋差异及周边人居环
境、自然条件、配套设施等情
况，重点建设管控保护、主题
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 4
类主体功能区。

《方案》要求，要修订制定
法律法规，推动保护传承利用
协调推进理念入法入规；要按
照多规合一要求，结合国土空
间规划，分别编制长城、大运

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
护规划；要协调推进文物和文
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系统推
进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
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等
重点基础工程建设；要完善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体制机
制，构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
分级管理、分段负责的工作格
局，强化顶层设计、跨区域统
筹协调，在政策、资金等方面
为地方创造条件。 要加强组织
领导和政策保障，广泛宣传引
导，强化督促落实，确保《方
案》部署的各项建设任务落到
实处。 /新华社

新加坡重罚
马路“低头族”的启示

12 月 5 日,《新华每日电讯》
刊载题为《新加坡重罚马路“低头
族”的启示》的评论。

据媒体报道， 自 12 月 1 日
起， 新加坡针对过马路低头看手
机人士， 课以最高达 1000 新元
（约合人民币 5180 元）罚金。 一
段时间以来，马路“低头族”在世
界范围已成安全隐患。狮城“重典
治乱”，且不论成效如何，值得其
他国家和地区效仿。

人类科技文明不断发展，先
进工具使生活日益便捷。如今，手
机不仅是通信工具，更是银行卡、
身份证、游戏机、电影院……我们
工作、社交、娱乐等方方面面都已
离不开手机。 工信部数据显示，
2018 年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数已
超过 14 亿， 人均持有手机数不
止一部。

便利度提升， 依赖度自然加
大，“低头族”似乎随处可见。 在各
大都市， 行路时如不多加小心，与
“低头族”撞个满怀并不鲜见。在香
港地铁站内，广播不断提醒公众勿
于扶手电梯上查看手机，大幅公益
广告牌警示因低头看手机从电梯
摔倒的场景，然而收效甚微。

过马路只顾低头看手机的危
害，无须赘言。在交通繁忙的十字
路口， 眼见有人横穿马路不忘查
看手机，很多人都觉得心惊胆战。
然而轮到自己过马路时， 能不能
让手机老实待在口袋， 对许多人
而言，怕是要打上问号。

据新华网报道，有研究显示，
行人走路看手机时，平均视野仅为
正常时的 5%，发生交通意外的概
率自然大大增加。由此可见，“低头
族”已非“隐”患，实为“明”患。

但是，这一问题治理不易，原
因较为复杂。一是侥幸心理。众人
知道危害， 却总觉倒霉事不会摊
到自己头上。二是工作压力。如今
只要有工作的人， 几乎都有几十
个微信群，不及时回复工作信息，
可能耽误工作。三是社交依赖。网
络平台丰富多彩，5 分钟不看手
机，可能错过很多有趣内容……

如何治理？ 正如新加坡这次
重罚“低头族”，提高犯错成本或
许是选项之一。 该国一贯以高效
的社会治理能力著称， 以往就曾
重罚随地吐痰、嚼口香糖、公众场
所吸烟等。 在治理手机造成交通
隐患方面也早有严厉措施———在
新加坡，驾驶机动车途中，包括静
止等红灯时， 不许查看任何电子
产品，违者不仅处罚金，更有入狱
可能。 因此，该国这次对步行“低
头族”出重手，一点也不奇怪。

相比新加坡， 我国人口总量
及手机用户数量均高数个量级，
治理“低头族”的重要性与难度更
明显。如今，我国一些地区相关的
监管与处罚已经启动。 在浙江和
河南，交警部门已经开始对“低头
族”处以罚金，金额自数十元至数
百元不等。 这一惩戒能否起到足
够警示作用，需要时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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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

问诊信息竟然“自导自演”
网上求医问药藏着这些“坑”

感冒发烧、头疼脑热，想去医院怕麻烦，但又想获得一些治疗建议，很多人会选择在网上搜索。
“合理饮食，适当户外活动，每天 10 到 15 分钟最为合适。 ”“不要滥用抗生素，谨遵医嘱。 ”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些看似专业，并冠以某

某医院某某医生头衔的回答有可能是非专业人员以每条 1.5 元左右的报酬复制、粘贴、编造的。 专家表示，用药、治疗建议直接关乎百姓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部分医疗信息网站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整治。

小毛病自己查 医疗信息网站靠谱吗？
“6 个月宝宝嗓子有痰咳

嗽怎么办？ ”上海市民周小姐
在某医疗信息网站搜索关键
词“6 个月宝宝、咳嗽”，就看到
这一问题及相关医生回答。 周
小姐说，作为年轻妈妈，有些
紧张，所以格外小心。“碰到相
关疑问，都会在网上搜索一些
建议，感觉有些还挺靠谱的。 ”

随着人们对自身和家人
健康越来越关注，加之生活节
奏较快，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
上医疗信息网站寻求建议。 上
海市民胡先生说：“一般一些
感冒发烧的小毛病会在网上
搜索， 根据建议买些非处方
药。 ”

记者发现， 多个医疗信
息网站都宣称，相关回答来自
专业医生。 某医疗信息网站首
页显示，“万名三级甲等临床

医生在线为您解答”， 另一家
网 站 首 页 则 显 示 ，“已 有
145588 名医生加入”。

在某医疗信息网站，记
者看到一个问题为“脾脏增大
4.3 厘米 ， 请问一下能治疗
吗？ ”有 4 名解答者认证为医
生，包括医生照片、医院名称、
职务等信息。 回答建议包括
“您如果没有任何症状的话，
建议您定期复查就好”“建议
你平时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
习惯， 不要熬夜劳累， 忌烟
酒”。

对于医疗信息网站带来
的看似便利，一些用户存有疑
问。 上海市民胡先生说：“有一
些回答错别字比较多，还有一
些明显就是复制粘贴的，感觉
我也能在网上回答这些问
题。 ”

既扮演患者又出演医生
部分“专业回答”竟是批量复制

“医疗信息网站兼职，答
案在网上找就行， 每天至少
80＋”， 此类招聘兼职信息在
网上较为常见。 这种“问答兼

职”究竟是怎样的工作？
记者按照相关招聘信

息，加入一个名为“养生采集”
的群，该群已有 400 多名“兼

职者”。群主给记者发来一份
测试题目，并称“网上搜搜相
关内容， 把句子修改一下就
行，只要经过原创检测，就能
兼职。 ”记者看到，这份测试
试题要求测试者以“怀孕产
检”为主题，既要扮演患者，
提出问题，又要出演医生，给
出举措建议， 但对于“求职
者”没有任何资质审核。

记者编写问题“我今年
32 岁，怀孕 4 个月需要做哪
些产检项目”，并以医生口吻
回答“需要做常规检查、唐
筛”等信息，顺利通过测验。

随后，该群群主给记者
发来一个链接， 并附有账号
和密码。登录该平台后，兼职
者可以在平台领取题目，题
目包括“畸胎瘤和巧克力囊
肿的区别”“卵巢巧克力囊肿
是肿瘤吗”“流感后身体虚弱
怎么办”等问题。和测试试题
一样， 也需要兼职者编造病
人信息、医生建议等。群主表
示，经过审核后，编造的问答
就会出现在医疗信息网站
上，按每条 1.5 元支付报酬，
每半个月结算一次。

“一条 1.5 元，多的时候
一天能赚 150 元。 ”该群一
名兼职者对记者说 ，“少的
时候一天能编十几条，多的
时候 100 多条。 ”据了解，该
兼职者是某高校社会学专
业大二学生，没有任何医学
专业基础。

“把在网上搜索到的答
案改一改， 比如加个‘了’

‘的’，或者把‘和 ’改成‘以
及’，把‘因为’改成‘由于’就
能通过原创度审核。 ”该群另
一名兼职者表示，“入坑”半
个月后，他放弃了这份兼职，
“主要是觉得挺坑人的，问题
答案都是复制粘贴， 也有的
是瞎编乱造的。 ”

“主要是为了把平台流
量做起来。 ”谈起相关平台为
何要编造问答信息， 兼职群
群主说， 通过已有问答信息
引流，让患者来到该平台，从
而进一步引导患者使用平台
的付费咨询业务。 在各个医
疗信息网站和 APP， 记者看
到， 各家均开设有付费咨询
业务， 每次咨询价格少则二
三十元，多则一两百元。

健康无小事 医疗类平台应承担内容审核责任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
经济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
主任陈秋霖说， 互联网医疗
行业发展对于缓解医疗资源
稀缺、 分布不均等具有重要
作用。但现实情况是，借助互
联网技术改造挂号、 缴费等
医疗流程辅助业务已较为成
熟， 但涉及看病诊断等核心
业务时， 则往往容易出现各
种乱象。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
研究院副院长赵鹏表示，互联
网时代，网民通过互联网这一
更为便捷的渠道获取医疗信
息是一个趋势，但医疗行业直
接关乎百姓健康和生命安全，
相关监管举措应考虑到其服
务的特殊性。

加强互联网医疗行业
监管已成为全社会共识。 早
在去年， 国务院办公厅就发
布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
健康” 发展的意见， 其中提
道： 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平
台等第三方机构应当确保提
供服务人员的资质符合有关
规定要求， 并对所提供的服
务承担责任。“互联网＋医疗
健康” 服务产生的数据应当
全程留痕，可查询、可追溯，
满足行业监管需求。

除更给力的监管举措
外，陈秋霖说，医疗信息网站
也应加强行业自律， 切实担
负起对所发布信息的审核责
任。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