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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8月 17日电 当前，玩具、
餐饮、美妆、文具、图书等诸多消费领域都掀起
了“盲盒风”，消费市场上随处可见盲盒的身
影。为引导盲盒经营者诚信守法经营，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市场监管总局 16 日发布《盲盒经
营活动规范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盲盒经营者应将商品名称、种类
等关键信息以显著方式对外公示

盲盒采用类似于抽奖的营销策略，有的商
家打造“系列”概念，并设置一个最难获得的

“隐藏款”等进行饥饿营销，抽中概率很低。这
使得很多消费者醉心于享受拆盲盒所带来的
不确定性与惊喜感，容易冲动购买，助长了非理
性消费行为。与普通商品相比，盲盒具有很强的
信息不对称性，消费者只能依靠商家的广告宣
传来选购，容易被商家夸大商品价值、虚构中奖
概率等虚假宣传所误导。

对此，征求意见稿提出，盲盒经营者应将
商品名称、种类、样式、抽取规则、投放数量、
隐藏款抽取概率、价值范围等关键信息以显
著方式对外公示，保证消费者在购买前知晓。
盲盒经营者不得通过后台操纵改变抽取结
果、随意调整抽取概率等方式变相诱导消费。

在价格方面，征求意见稿明确，盲盒经营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明码标价，盲盒商品价格不
应与同质同类非盲盒销售商品价格差距过大。

药品、食品等在使用条件、存储
运输、检验检疫等方面有严格要求
的商品，不得以盲盒形式销售

有消费者反映，拆开盲盒后，有的产品可
能不符合有关国家标准安全性指标；有的可能
是假冒伪劣产品或者二次销售商品；有的是没
有生产日期、质量合格证以及生产厂家的“三
无”产品。

对此，征求意见稿提出，药品、医疗器械、
特殊化妆品、有毒有害物品、易燃易爆物品、活
体动物、食品等在使用条件、存储运输、检验检
疫、监督管理等方面有严格要求的商品，不得
以盲盒形式销售。盲盒经营者生产、经营的商
品，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关于质量、安全的要求。
盲盒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
要求或者与经营者明示不符的，应依法履行退
货、更换、修理等义务，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
拒绝，不得以“附赠品”“抽奖品”等借口免除应
当承担的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义务。

针对食品、餐饮行业，征求意见稿提出了
明确要求，盲盒食品经营者在从事食品销售、
餐饮服务过程中使用盲盒商品开展促销活动，
应遵守反食品浪费法有关规定。餐饮服务经营
者不得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

盲盒经营者不得向8周岁以下
未成年人销售盲盒

网购平台对于盲盒销售需要承担哪些责
任？征求意见稿提出，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应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定期对平台内盲盒经营者
真实信息进行核验。

青少年群体由于好奇心强、消费观念尚不
健全，容易为盲盒而“上瘾”。在市场监管总局
开展的 2022 年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动
中，就专门提出针对盲盒等“新奇特”玩具开展
质量安全隐患排查。

对此，征求意见稿提出，盲盒经营者不得
向 8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销售盲盒。鼓励地方有
关部门出台保护性措施，对小学校园周围的盲
盒销售模式包括距离、内容等进行具体规范。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盲盒商品或者服务
不得含有歪曲历史、封建迷信、淫秽色情、恐
怖暴力、宗教极端、民族歧视、分裂国家等法
律法规禁止以及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不得
以盲盒名义从事或者变相从事赌博活动。

为盲盒经营活动立新规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征求意见稿

不得向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
销售盲盒

新华社北京 8月 17日电 根据国家气
候中心监测评估，综合考虑平均强度、影响
范围和持续时间，从今年 6 月 13 日开始至今
的区域性高温事件综合强度已达 1961 年有
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强。

据介绍，此次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范
围广、强度大、极端性强等特点。截至 8 月 15
日，此次高温事件已持续 64 天，为 1961 年以
来持续时间最长（超过 2013年的 62天）；35℃
以上覆盖 1680个气象站、37℃以上覆盖 1426
个气象站，均为历史第二多（仅次于 2017年，
分别为 1762 站和 1443 站），但 40℃以上覆盖
范围为历史最大；高温极值站数 262站，已超
过 2013年（187站）和 2017年（133站）。

6月 1日至 8月 15日，全国平均高温日数
12.0 天，较常年同期偏多 5.1 天，为 1961 年有
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华北
南部、华东大部、华中、华南东部、西南地区
东北部及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日
数普遍在 20 天以上，新疆中东部、内蒙古西
北部、河南南部、湖北大部、安徽、江苏南部、
浙江、福建中北部、江西大部、湖南大部、四
川东部、重庆等地超过 30天。

全国共 914 个国家气象站（占全国总站
数 37.7％）日最高气温达到极端高温事件标
准。河北、陕西、四川、湖北、江苏、浙江、福
建、广东、青海等地 262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
气 温 持 平 或 突 破 历 史 极 值 。湖 北 竹 山
（44.6℃），重庆北碚（44.5℃）、奉节（44.4℃）、
巫 溪（44.0℃），河 北 灵 寿（44.2℃）、藁 城
（44.1℃）、正定（44.0℃），云南盐津（44.0℃）

日最高气温达 44℃及以上。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 10天（8月 17

日至 26日），四川盆地、江汉、江淮、江南等地
仍有持续性高温天气，累计高温日数可达 7

至 10 天 ；上 述 地 区 最 高 气 温 可 达 35℃ 至
38℃，局地可超过 40℃。综合研判，此次区域
性高温事件的持续时间将会继续延长，综合
强度将进一步增强。

当前我国区域性高温事件
综合强度达1961年以来最强

漫画：区域性高温事件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新华社北京 8月 17日电 水利部副部
长刘伟平 17日表示，长江流域水库群抗旱保
供水联合调度专项行动自 8 月 16 日 12 时起
实施，调度上中游水库群，加大出库流量为
下游补水，计划补水 14.8亿立方米。

刘伟平在水利部长江流域抗旱保供水
保秋粮丰收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说，当
前，长江流域水稻等秋粮作物正处于灌溉需
水关键期，为遏制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快速
下降趋势，确保沿线灌区和城镇取水，水利部
决定实施专项行动，调度以三峡水库为核心
的长江上游梯级水库群，洞庭湖湘、资、沅、澧

“四水”水库群，鄱阳湖赣、抚、信、饶、修“五河”
水库群，加大出库流量为下游补水。

“8 月以来，水利部门已调度长江流域

控制性水库群向中下游地区补水 53 亿立
方米。”刘伟平说，目前，长江流域大中型水
库蓄水情况总体较好，蓄水量较去年同期仅
偏少一成。受旱省市蓄水量较常年同期总体
持平。

7 月以来，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持续高
温少雨，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少四成五。长
江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来水量较常年同期
偏少二成至八成。当前，长江干流及洞庭湖、
鄱阳湖水位较常年同期偏低 4.85 米至 6.13
米，创有实测记录以来同期最低。部分地区
中小型水库蓄水不足。

水利部统计显示，四川、重庆、湖北、湖南、
江西、安徽 6省市耕地受旱面积 1232万亩，83
万人、16万头大牲畜因旱供水受到影响。

“目前，大中型灌区的灌溉水源和城乡
供水是有保障的，受旱耕地主要是分布在灌
区末端和没有灌溉设施的‘望天田’。”刘伟
平说，供水受影响的主要是以小型水库或山
泉、溪流作为水源的分散供水工程。

在保障农村供水安全方面，刘伟平表
示，全面摸排旱区农村供水情况，对以山泉、
溪沟、塘坝、浅井等为供水水源的小型供水
工程，编制应急供水预案，分区分类明确应
对措施，千方百计确保群众饮水安全。

据预测，长江流域未来一周仍将维持高
温少雨，8 月份降雨、来水也总体偏少，旱情
可能持续发展。水利部门需要密切关注长江
流域旱情发展，继续做好抗旱保供水保秋粮
丰收工作。

长江流域水库群抗旱保供水联合调度专项行动实施

四川卧龙诞生
全球圈养大熊猫最重幼仔

记 者 从 中 国 大 熊 猫 保 护 研 究 中 心 获
悉，大熊猫“翠翠”于近日在中国大熊猫保
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雌性幼
仔，体重 270．4 克。这是迄今为止全球圈养
大熊猫出生体重最重的幼仔。

这是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
神树坪基地拍摄的刚出生不久的幼仔（8 月
6日摄）。

新华社发（魏荣平 摄）

大棚中果蔬飘香，村道被沥青铺
装，墙壁上绘满乡愁，村貌升级、荷包
鼓起……一年多时间里，茶陵县马江
镇文江村以惊人的速度，发生蝶变。

这个曾经因“文江书院”出名的小
乡村，因为去年 5 月湖南省高速公路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高速集团）
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到来，再
次成为宜居宜游、游客打卡的新时代
诗意田园。

●秀美乡村入画来

8 月 15 日，从茶陵县城沿 106 国
道驱车 10 多分钟，就进入了文江村。
在村口，一条 7 米宽的柏油路连接着
国道，这是文江村去年底竣工的马湖
公路。

蔚蓝的天空，白云点缀，马湖公路
好似在远处与蓝天相接。道路左侧修
建了 1 米多宽的草坪绿化带，栾树间
着茶树，伫立在路边好似迎接客人到
来。草坪后，是连片的稻田，微风拂过，
稻浪翻滚，一派丰收景象。

前行数百米，看到的是一副精致
的工笔画。阳光下，村道右侧排列着现
代化大棚。最前面的是一个玻璃大棚，
好似田间花房，透过蓝色的玻璃，能看
到里面一排排“花架”上，种满了蔬菜；
玻璃大棚旁，是一座钢架、塑料结构的
五边形大棚，金属骨架在阳光下反射
着光芒。在这两座现代感十足的大棚
后面，是连片的拱形灰色大棚。这是文
江村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

行至村尾再回首，一副充满乡愁
的现代水墨画跃然眼前。鳞次栉比的

彩色屋顶、秀美的庭院、富有诗意的文
化墙、干净整洁的环境，处处都让人感
受到现代化美丽乡村的气息。

●果蔬采摘成网红

不止是景美，文江村还是茶陵有
名的“果蔬采摘网红村”。

苋菜、甜瓜是夏季的大众蔬菜和
水果。而今，在文江村现代农业产业示
范园的多个大棚里，种满了翠绿的苋
菜，棚内深处爬架上一个个黄绿色的
甜瓜藏在绿叶后面。

8 月 15 日下午 3 时许，在园里上
班的唐芝琳，走进玻璃大棚中控室查
看监控器上显示的温度、湿度等数据，
指尖轻点几下，棚内遍布在花架、田间
的水管就开始喷洒清水。“这是茶陵最
大的设施农业基地，所有大棚是数字
化操作，浇水施肥在中控室完成，甚至
通过手机也能操作。”唐芝琳说，大棚
里上班轻松，月工资 4000多元。

设施农业，是文江村 2019 年找到
的支柱产业。该村引进湖南金久时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修建了 10 多
个水肥一体化大棚，棚内产出辣椒、
黄金圣女果、草莓、蔬菜等产品畅湘
赣边，一年四季吸引游客前来体验采
摘乐趣。

去年，省高速集团乡村振兴驻村
帮扶工作队驻村后，不断完善基础设
施，引进高校合作，为产业升级打下基
础。在这批大棚旁，已经清理出一片空
地，计划今年再建 26 个蔬菜大棚，其
中联体温室大棚 2个，单体大棚 24个。

林地资源也不能闲置，在驻村帮
扶工作队的推动下，文江村去年新建
了千亩油茶基地，油茶长势喜人。

而今，文江村产业发展已呈星火
燎原之势。

广袤的乡村大地，是一副波澜壮阔的大美画卷。
去年 5 月，株洲向乡村振兴示范村、全国红色村等选派了新一轮驻村工作队 362 支，旨在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持续推进乡村振兴。
走过朝阳，穿越晚霞，此心安处是吾乡。工作队员们舍小家为大家，把他乡当故乡，变“驻村”为“助村”，

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用实际行动践行使命担当，团结带领广大村民描绘了一幅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美丽图景。

从今日起，株洲日报策划推出《新“村民”兴乡村》系列报道，选择一些驻村工作队员，以新闻人的视角，
讲述他们在乡村振兴中不辱使命、默默奉献的感人故事，以及他们给乡村带来的可喜变化。

文江村的发展离不开一批新“村民”
的辛勤付出，他们是来自省高速集团的
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工作队员，尤其是工
作队队长袁大平。

●路通了，干部作风也转变了

8月 15日，在文江村新村部施工工地
上，记者见到了正在督查项目的袁大平。

今年 50 岁的他，戴着安全帽，身着
条纹 T 恤和牛仔裤，魁梧的身材，黝黑的
脸庞，给人稳重、干练的印象。

“施工队伍是我们公司的，对于新村
部建设，既强调质量，又要抓进度，预计
国庆前能完工。”指着建了两层的村部大
楼，袁大平兴奋地说。

团结奉献、规范高效、实践担当、创
新超越，是省高速集团的企业精神，这些
特质在袁大平等队员身上都能找到。

去年初，为了确定驻村成员，省高速
集团进行了内部竞聘选拔，袁大平、张
钢、邓佳 3 人脱颖而出。进驻文江村后，
袁大平等人通过走访和开座谈会，了解
到刚换届不久，村支两委班子合力还没
有完全形成，工作推进缓慢。

说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袁大平率
先垂范，决定干些实事，来扭转村支两委
干部的工作作风。2021年 9月，通过广泛
征求意见和向后盾单位争取支持资金
后，文江村启动马湖公路沥青路面改造
前期建设准备工作，工作队员召集村里

“五老”加入项目协调组，配合村干部开
展工作。

通过以老配新，一起上阵做村民思
想工作，赢得了村民们的广泛支持，“空
心房”、破败房快速清零。2021 年 10 月
底，马湖公路沥青路面改造工作启动，同
年 11 月底公路完工，同时完工的还有
3000 米通组路、机耕道和产业路硬化，
从此，村民出行方便多了。

路通了，村民心通了，村子两委工作
作风也变了。去年，在袁大平建议下，文
江村新成立了产业党支部，主要成员为
老党员、老村干部等，充分发挥“五老”力
量，助力产业发展。

一年多来，驻村帮扶工作队为文江
村陆续争取项目资金 900 余万元，升级
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等，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也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大事放在前，家事摆后面

漫步文江村，一路听到的全是点赞
声、叫好声。

“我们学校有了草坪操场了”“曾虎
片区终于有图书室了”“我们可以在有路
灯的休闲广场上跳舞、打篮球、乒乓球
了”……一句句点赞的背后，谁知道袁大
平等人付出了多大努力。

群众之间无小事，这是袁大平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他经常带领工作队员
和村干部，调查走访，召开座谈会，收集

群众的“急难愁盼”的事情，并视轻重缓
急，逐一妥善处理。

村民陈平患有骨结核，日常生活离
不开拐杖和轮椅，袁大平等人经常去探
望他，还帮他解决就医难题。去年初，袁
大平妻子也检查出患了同样疾病，先后
住院 10多次，但他很少回去陪伴。

“对于妻子，我是愧疚的，孩子正在
读初中，母亲中风也需要照顾，但驻村
是大事，我们工作队员要把大事放在前，
家事摆后面。”袁大平说，每次放假回
去，他会准备一点小惊喜，用偶尔的浪漫
换来家人对驻村工作的支持和理解。

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工作不长，如何
在有限的时间里，发挥最大的帮扶作用，
夯实发展基础，真正实现“驻村队伍离
开，帮扶效果留下”？其实这也是人们的
共识和愿望。

“ 今 年 是 茶 陵 乡 村 振 兴 固 本 强 基

年，完善基础设施，是助力乡村振兴的
基础工作，所以说用活资源很重要。”范
晓 华 说 ，工 作 队 员 来 自 省 市 县 不 同 单
位，后盾单位拥有不同的资源，是珍贵

“矿产”。如何结合乡村实际，工作队员
用活这些资源，找准发展方向，对振兴

乡村意义重大。
以文江村为例，后盾单位是省高速

集团，在项目建设上独具优势。该村抓住
了这个优势资源，修村道、建村部，完善
基础设施，扩建蔬菜大棚，这些都为乡村
振兴夯实了发展基础。

振兴路上的“高速”力量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阳童 杨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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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

喜看新村貌

文江村油化后的马湖公路。
陈洲平 摄

驻村队员带领专家考察大棚农业。
受访者 供图

走近新“村民”

“用活资源很重要”
范晓华 茶陵县派驻村帮扶工作队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驻村队员慰问村民陈平。
受访者 供图

乡村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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