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人一方，‘定制’专属于你的美白霜”——据《法治
日报》报道，近来宣称“私人定制”的“特”字号化妆品在网
购平台和一些直播间异常火爆。“特”字号化妆品属于“特
殊用途化妆品”，需通过相关部门的行政许可检验才能出
售，而很多卖家对相关产品是否通过行政许可检验却不
置可否。

私人定制款化妆品并非新事物，近年来网络电商、直
播带货的发展，让此类标榜“一人一方”的噱头产品更有
市场。不同的人肤质有差异，美容诉求也不同，有多元的
化妆品选择，对消费者是好事，也能促进市场充分竞争。
只是，“一人一方”之下，安全标准难免起伏不定，环境和
保存方式的差异也会影响化妆品品质，特别是一些未经
检验的定制类化妆品中是否含有激素、重金属含量是否
超标等均未可知。对此，有关部门要对相关市场加强针
对性的管理约束，消费者也不要盲目迷信所谓的“量身打
造”。市场创新发展，不应逾越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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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行，弟病，诸君幸为……”这是 2000

年前在行役戍边的哥哥写给老家弟弟的一封

家书，今天的我们依然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当

事人的呼吸与情怀；川蜀小堆盲盒、金面具巧

克力、语音棒棒糖等三星堆文创，带给文博铁

粉无尽的快乐，三星堆已然成为一个掌握了

流量密码的大 IP；甲骨文和简化字的双标展

示、3.6万多套道路窨井盖上的甲骨文字装饰

等，让河南安阳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甲骨文元

素……《工人日报》近期推出的《发光吧，文化

遗产》系列报道，关注文化遗产如何在当代生

活中活起来、火起来、发光发亮，在新时代绽

放新光彩的故事，从三星堆到黄河文物、从陆

上考古到水下考古等，完成了一场与文化遗

产跨越时空的对话。

记得网上有人调侃走进博物馆看到文化

遗产时发出的灵魂三问：“哪儿好看？”“值多

少钱？”“有啥用？”调侃之外，这也透露出今天

的人们试图与文化遗产发生情感共鸣、生活

互动、文化呼应的朴素愿望。如何让更多文

化遗产能够在新的时代活起来、火起来，如何

让沉睡在书本里、保管箱里的文化遗产“飞入

寻常百姓家”，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我们欣喜地看到，各地文化遗产保护一步

步推进。重庆母城保留了原有的建筑风貌，成

为网红打卡点；简牍跨越千年，仍然能够让今

天的我们真切感受到当年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及其日常生活片段；文物保护工作辛苦，却依

然有一代代人心向往之，随着科技的发展，3D

打印、数字建模、生物涂层等高科技手段已经

开始在文物及文化遗产保护中大展拳脚；更有

周边文创产品，让年轻人蹲守抢购。

文化遗产就在我们身边，它们在历史烟

云里铭刻辉煌的过去，在世代传承下见证精

彩的现在，更在历久弥新中孕育美好的未来。

文化遗产与我们共生于这个时代；我们

共享着它的博大与优雅；跨越千百年，它承

载的智慧与情感依然能让我们找到共情的

地方——一个字、一封信，让我们找到民族

的起点、情感的归宿；一尊鼎、一座城，让我们

见证历史的变迁、时代的更迭。

近些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和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坚持保护第一”“保护文物

也是政绩”“让文物活起来”等理念越来越深

入人心。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多份（部）

专门政策文件、发展规划。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10年来分别增

长 58%和 88%。文物保护志愿者、社会组织

以及非国有博物馆、民间文物收藏队伍等不

断壮大，百姓参与热情持续高涨。

“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

文化遗产所携带的先人创造的智慧、民族国

家文化生命的密码正在被今天的人们用时代

语言“翻译”出来，更多的人致力于从情感、文

化、心理等纵深方向，找到文化遗产与当代生

活的契合点。无论是打麻将的三星堆小人，

还是城市里时时闪现的甲骨文元素，都是熠

熠生辉的例证。

可以说，在我们与文化遗产共生、共情、

共享的过程中，文化遗产也在滋养着时代生

活，助力着时代发展，同时，更增强着我们的

文化认同，坚定着我们的文化自信。

在与文化遗产跨越时空的对话里，在保

护与传承中，我们可以与千年之前的人与物

共情，共享民族发展进程中沉淀下来的智慧，

自觉传承国家历史文化血脉。在共情与共享

中，我们与文化遗产共生于这个美好的时代。

共生共情共享，让文化遗产绽放璀璨光芒
本报评论员 苏墨

文化遗产与我们共生于这个时
代；我们共享着它的博大与优雅；跨
越千百年，它承载的智慧与情感依
然能让我们找到共情的地方——一
个字、一封信，让我们找到民族的起
点、情感的归宿；一尊鼎、一座城，让
我们见证历史的变迁、时代的更迭。

定 制 ？

讨薪，强制执行与柔性执行可以并举

图 说G

直播砍价套路深，虚情假意的表演该下课了

戴先任

近日，人民日报新媒体记者走访了上海市若干区中心医

院、社区卫生中心及养老院，一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发热哨

点已经分流各区 50%~60%新冠患者的诊治，分级诊疗的效能

正在显现。同时，仍有一些社区卫生中心门可罗雀。

实际上，在很多城市，新冠患者不愿去社区医院，宁愿挤

满大医院。不管是普通感冒，还是轻症的新冠患者，多数情况

下社区医院能够治好，但很多人并不相信社区医院，最终导致

大医院人满为患，医疗资源供不应求。

新冠患者扎堆大医院，不仅会导致床位、检查设备、药物

等硬件资源捉襟见肘，还会产生一系列隐性问题，比如接诊量

过大导致医护人员过度劳累，可能会缩短患者问诊时间，治疗

效果便会打折扣，患者很难享受到预期的优质医疗服务。

尽管如此，不少患者仍然喜欢扎堆大医院。背后的原因，

一方面源于当前一些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条件和水平有限，个

别基层医疗机构的误诊案例，更加剧了患者对基层医疗机构

的不信任感。另一方面，一些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生对诸如新

冠等疾病缺乏救治经验，容易贻误治疗，他们对新冠病人“没

见过，没治过”的经验空白，让患者无奈之下只能敬而远之。

眼下，要缓解大医院就诊压力、更好地救治新冠患者、应对

感染高峰，尤其需要发挥好分级诊疗的作用。这不仅需要加强

对社区医生的培训，而且需要为基层医疗机构及时配足相应药

物，让基层医疗机构有能力、有条件从容应对新冠防治。

新冠患者扎堆大医院，再次暴露出推广分级诊疗之难。要

让基层医疗机构留住患者，不仅要严格实行分级诊疗制度，更

要能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近年来，一些地方通过加大对基层

医生补贴力度、切实提高基层医护人员待遇，吸引优秀医护人

员下基层。基层医疗机构也要行动起来，加大宣传力度，加强

与居民沟通交流，培养当地居民到社区就诊的习惯，等等。

说到底，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才能更好落实分级诊疗

制度。当基层医疗能真正留得住患者，能够让患者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从而切实降低其就医成本，医疗资

源失衡现象将进一步得到疏解。

新冠患者扎堆大医院，
分级诊疗仍待落实

李英锋

“这是给我们最好的新年礼物”——据 1
月 2日中新网报道，近日，广州南沙人民法院

通过追加股东为第三方被执行人的方式，帮

助两名务工人员成功追回欠薪 14万余元。这

是广东法院多措并举推进根治欠薪工作的一

个缩影。广东高院日前发布的消息显示，

2022年，该省法院共执结欠薪案件 13.6万件，

追回欠薪 1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7%和 11%。

临近年关，法院帮劳动者讨回辛苦钱，是

送给劳动者最好的“年礼”。根治欠薪，一个个

抽象的维权数据背后，是法院工作人员在一起

起欠薪案件中付出的责任和努力，是一个个劳

动者的讨薪难问题得到化解、合法权益得到保

障，是一个个家庭被注入了活力和希望，是一

个个受损的劳动关系渐次得到修复。

多措并举，“软”“硬”兼施，因案施策，既

坚持办案的规范性，又讲究办案的灵活性，广

东法院治理欠薪案件取得了明显成效，也积

累了有益经验。

首先，用足用好法律武器，保障了打击欠

薪行为的司法严肃性和威慑力。对恶意欠薪

行为，该省全年共曝光 20余件欠薪犯罪案例，

查询欠薪被执行人近 14 万人次，将 3 万余名

欠薪主体列入失信名单，对 200余名欠薪被告

人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追究刑事责任。

其次，对确有困难的企业，则强化善意文

明执行理念“活水养鱼”，引导劳资双方达成

分期支付协议、优先受偿劳动者工资等，加强

劳资双向保护。对困难企业，法院不一味用

“强”，而是采取查封、拍卖等终结式执行措

施；没有彻底切断企业的生存后路，而是以退

为进，以柔为刚，给企业留出活路，让企业能

够缓缓劲，支持企业恢复发展能力和清偿债

务的能力。这样做既有助于挽回劳动者的权

益损失，也有助于企业走出困境，重回发展正

轨，也才能给劳动者以更多机会，从而实现社

会效益最大化。

其三，根治欠薪，当地法院并非单兵作

战，而是推行欠薪案件台账管理、难案包办，

在开展动态监管、专项整治，确保责任落实落

细的基础上，与住建、人社、金融、工会等责任

单位建立了联合协调、打击机制，形成了整治

欠薪问题的合力，提升了办案效能。

治理欠薪，事关劳动者切身利益和民生

福祉，事关劳动关系领域的稳定乃至社会的和

谐。更好呵护被欠薪者权益，需要坚守司法这

道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需要各

地各级法院认清帮劳动者讨薪维权的法律意

义和社会意义，不断健全欠薪治理机制，依法

加大对欠薪案件的办理力度和执行力度。同

时，也要明确，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并不是要

击垮企业，在司法兜底的基础上，也要兼顾各

方合理诉求，精准采取执行措施，确保案件办

理取得最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关育兵

家长将孩子悉心照顾的宠物螃蟹煮

了，递给孩子一只螃蟹腿，对孩子说“吃不

吃，不吃我吃了”，孩子一边撕心裂肺地哭

一边接过螃蟹腿，放进嘴里说“香”——据

1月 3日《法治日报》报道，这个画面来自

近日某短视频平台登上热搜的一条萌娃

搞笑视频。类似视频还有不少，只是下

锅的宠物换成了兔子、鸡、鸭、鱼等。

在吃孩子宠物之外，这类视频的内容

不可谓不“丰富”，有的是嫌弃孩子画画

丑，有的是把孩子放在玻璃栈道上任其被

吓哭，还有的则是和孩子吵架……其核心

在于“虐心”，即“创造”让孩子害怕或生气

的场景，而家长不去安抚孩子、解决问题，

而是把镜头对准孩子，将他们声泪俱下、

号啕大哭的样子或窘态传到网上。

本人推测，一些家长拍摄“虐心瞬

间”，并非真希望孩子被虐，这只是他们

别样的记录方式。然而，这样的记录却

存在不少问题。孩子的成长当然会经历

风雨，但这种风雨不该人为设置，尤其是

被父母故意“虐心”。在成人看来，自己

或许只是和孩子“闹着玩”，殊不知这会

给孩子幼小的心灵带来创伤，成为他们

难忘又痛苦的记忆，甚至会削弱家长与

孩子间的信任，伤害亲子关系。

人人都有糗事，但谁也不愿让其为

外人知悉，这属于个人生活隐私，孩子亦

如是。故意拍摄此类“虐娃”视频，本质

上是对儿童生活隐私的侵害，可能伤害

孩子的自尊心。此外，过多网络曝光，还

可能会让孩子过度依赖他人的点赞和关

注，影响其在现实世界中的自我认知，而

过多介入商业活动，还会使儿童的个性

和心理在营利动机驱使下走向功利和浮

躁，形成不良价值导向。

拍娃恐惧伤心瞬间，有的父母只是图

好玩，并无主观恶意，但这是对孩子的不尊

重。有的则为了赚取流量、从中获得经济收

入，这显然更不恰当，甚至可能涉嫌违法。

家庭教育中，父母应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

身心健康的活动，不得虐待未成年人或者对

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父母恶意消遣孩

子的做法，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

育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立法精神相违背。

充分尊重儿童的人格和尊严，为其系

好成长的第一粒扣子，是为人父母者的法

定职责，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短视频

平台、立法机构、地方政府也应通过多种

途径，预防、制止类似可能伤害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的行为。

恶意消遣孩子，
真不是“闹着玩”那么轻飘

罗筱晓

最近，江苏常州一中学更换大门校
牌的事引起了网友关注，因为校牌既非
当代名流所题，也不是选自古今书法家
字帖中的字，而是由该校一名学书法近
3 年的初二学生所写。原来，该校启动
了“你的名字我来书写”活动，所有学生
都可用自己擅长的字体书写校名来参
赛。最终经过评选，14位同学的作品脱
颖而出，而之后校牌会定期更换，其他
13幅优秀作品也会陆续被挂在大门处，
换下的“书法校牌”则会被保存在学校档
案室中。

“‘我为母校写过校牌’，这事值得骄
傲一辈子”“相比于名人题字，这样的校
牌显得更有意义”，社交平台上，网友纷
纷为这一创意点赞，对幸运的学生表达
羡慕。这样的心情不难理解，就拿我个
人来说，小学时在一次班会上做主持人
的照片，我至今仍视为珍藏；大学毕业多
年，每次回母校我都会专门去曾经的宿
舍楼下走走看看。这些，都是我成长中
的校园记忆。

让学生写校牌，常州这所中学并非
头一个。在山东莱西、河北石家庄、浙江
杭州多地都有中小学采取了类似做法。
把学生作品当作学校的门面，这首先当
然是值得肯定的事，这么做不仅弘扬了
传统文化，而且为有书法特长的学生提
供了展示机会，有助于提升他们在书法
方面的自信，还可能在成长道路上产生
持久的积极作用。

进一步说，当校门上挂着的可能是
自己或者同学书写的校牌，这将有助于
增强学生们对母校的热爱。以校牌为引
导，学生们会更加关心校园里的一草一
木、一砖一瓦，像对待自己的东西一样爱
惜学校的物质和名誉。从小建立这种责
任意识，将使学生们日后进入职场和社
会时，以“我是其中一员”的态度积极投
身其中，而非“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这事也给我们更多启发，包括学校
可以多用心为不同特点的学生提供展现
各自才华的机会。比如，对喜欢种植的
学生，可以开辟区域让他们伺弄花草、培
育果蔬；对爱好做手工的学生，可以创造
机会让其成果为师生所用；对心细、喜静
的学生，可以让他们参与学校图书馆工
作，在管理卡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公众关注“学生写校牌”的新闻，其
实是在关注这种形式背后更深层的问
题：什么样的教育能给一个人带来更长
远的正面影响？

学校是育人之地，人们期待的好学校不仅是要教给孩子
们课本上的知识，而且应该能卓有成效地培养学生正确的三
观、良好的品质和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对学生而言，面对校
园生活，他们其实也有除上课、考试外更多的期待，即希望在
一次次与己有关、体现自我价值的活动中，与那里的人和物建
立连接，参与到学校的建设之中，感受到自身成长与学校发展
的同频共振。

说到底，学生是学校最重要的主体，一所好学校的氛围与
沉淀中，很大部分应该是一届又一届学生留下的痕迹。

随着我国近年来加大教育改革力度，以及教育理念的不
断进步，不少中小学校已经在尝试以多种创新、用心之举让学
生真正成为校园的主人。希望在“写校牌”之外，今后能有更
多使人眼前一亮的校园新闻出现，让更多平凡普通又独一无
二的学生被看见、被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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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长

据 2022 年 12 月 29 日极目新闻报道，近

日，某演员因“演技好”登上热搜。这并非因其

演了好的影视作品，而是因其在直播带货时，

与品牌方上演了一出“演戏砍价”，而这种砍价

剧情在各大明星、主播的直播间里屡见不

鲜。业内人士表示，这是目前直播带货较好

用的剧本之一，品牌方都是配合主播在演戏。

“我不卖了，卖不了！”“不行，今天必须

给我的粉丝把福利安排到位。”一边是所谓

的品牌方哭着喊着求着带货主播或明星不

要再降价、上链接，否则要亏本；另一边是主

播或明星不断砍价，强行要求品牌方追加货

源，给粉丝“谋福利”。多数人刷到这种“沉

浸式直播砍价”，基本都会一笑而过，觉得演

技过于浮夸，很容易识破。但也有网友表

示，虽然明知是套路，但按直播间里的价格

购买，觉得更划算些。

无论是直播砍价还是唱跳式带货、喊麦

式直播，本质都是一种促销手段，利用看客

猎奇和捡漏的心理，演员们根据事先安排的

“剧本”展开演技的极限拉扯，让消费者觉得

可能会买到划算的产品。但有专家表示，这

种精心设计的套路，看起来是消费者占了便

宜，实际上商家不可能亏本。

明明本身就是这个价，直播中却先拉高

价格再通过演戏“砍”至原价，这属于欺骗消

费者的行为，或已涉嫌价格欺诈。消费者愿

意光顾明星直播间，看重的还是明星的社会

影响力和良好声誉，尤其明星一口一个“家

人”地叫着，更让消费者感觉明星会为自己

带来福利和实惠。明星如果无节制挥霍这

种信任，到头来只会被消费者抛弃。

实际上，针对类似直播砍价的促销行

为，已有相关约束制度。比如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曾发文要求严格规范促销行为，要提高

促销行为的公开化和透明度，禁止采取先提

价后打折、虚构原价、不履行价格承诺等违

法方式开展促销。

如今，老套路促销仍屡禁不止，根本原

因在于对商家虚假促销的维权成本与收益

不对等，消费者事后举证难，这给了不良商

家和主播继续作恶的空间。

每年双十一等购物节前后，各地市场监

管部门都会为规范网络集中促销行为、维护

网络市场秩序，召开相关指导会或发布消费

提示。对直播带货，有关部门应有更及时、

常态化的治理机制，让不法商家和主播不敢

乱来、不能乱来。

先提价再砍价是典型的不诚信行为，而

如果侵犯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则还

会构成欺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明确，经

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可以进

行退一赔三的补偿。在此基础上，消保委、

市场监管等部门要不断提升消费者维权的

便捷性，降低维权成本，提高维权效率。当

然，监管治理不能总是滞后。此前曾有业内

人士呼吁，针对带货主播、明星应该出台黑

白名单制度，有违法行为并被列入失信黑名

单的，应限制其从业行为；还可以引入惩罚

性赔偿机制，提高有关责任人的违法成本。

直播带货等新电商业态方兴未艾，如何

实现可持续发展，各方都在摸索中，但对消

费者使套路、耍心眼是绝对不应被容忍的。

无论如何，提升消费体验才是王道，如果不

能从根本上转变这种割消费者韭菜的念头，

即使主播吹嘘得再天花乱坠，都难以改变被

消费者抛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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