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
道《返乡见闻Vlog | 电影市场回暖》

最近，趁着春节假期，工人日报记者来到了家乡河北

石家庄的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和现场观众们聊起了今

年的春节档。大家都选择观看哪部影片？今年的观影体

验和往年相比又有哪些不同？影院从业者是否感受到了

电影业的回暖？一起来看！

（本报记者 王宇）

电影市场逐渐回暖

春节加班后，这些证据要留好

春节期间，由于大量务工人员返乡，城市里的餐饮、

快递、保洁等服务行业，会出现大量用工缺口，这时候会

有人逆势而上打短工或加班。不管是加班还是打短工，

劳动者都要留存工作时的相关证据，以免发生纠纷时不

能顺利拿到春节加班费。跟工小妹一起来看。

（本报记者 贺少成 王宇 肖婕妤）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
道《工小妹：春节加班或打短工，这几件事
要留意！》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返乡见闻Vlog | 复苏中的县城经济》

1 月 25 日是大年初四，工人日报记者在家乡山西柳

林感受到的仍然是浓浓的年味儿。忙碌待客的饭馆、烟

火气十足的街边小摊，都意味着这个小县城的经济在一

点点复苏。跟随记者镜头，一起感受疫情防控政策优化

后小县城的温馨。

（本报记者 白至洁）

“天梯”之下的戍边年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新春走基层｜“天梯”之下的戍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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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中的县城经济

在云南省红河州河口县桥头乡，81 公里的边境线绵

延穿梭于层层浓雾之间，这里有云雾缭绕的山林、星罗

棋布的村庄，还有直插云霄的边境巡逻道——“天梯”。

除夕当天，为确保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桥头边境派出

所三公区警务室民、辅警如往常一样，前往“天梯”开展例

行巡查。 （本报记者 赵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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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 月 31 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市

发改委、市商务局近日联合印发《清理隐性壁

垒优化消费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涉及消费企

业准入、规范监管执法、推动符合消费企业特

色的改革创新、提供高效政务服务等方面，意

在打通消费领域营商环境的堵点。该方案是

北京市多个部门深入调研餐饮、电商等重点

消费业态，与上百家企业等多方座谈、听取意

见后，从审批、监管、服务各环节提出的小切

口、务实效的改革任务。

2023 年开年，从东部到西部、从沿海到

内陆的不少省市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提振经

济的政策举措，其中有不少都着眼于清理

隐形壁垒，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支持市场主体创业兴业。一些地

方将阻碍创业兴业的问题清单化，稳定市场

主体的心理预期，这折射出有关部门和地

方打通制约优化营商环境堵点的决心与提

振经济的信心，很快赢得各地市场主体的

积极回应。

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制度机制、政策激励

等，为市场主体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是近年

来从中央到地方倾力推进的改革事项。通过

接续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一些明面上比

较突出的、市场主体呼声较高的体制机制障

碍被清理掉不少，一些与深化改革不相适应

的管理模式被废除或者优化。

与此同时，一些影响消费营商环境的隐

形壁垒渐渐显露，一些地方在落实相关政策

的效率和打通制约营商环境的堵点上仍有不

少问题，让不少投资人心存疑虑。比如，有些

项目已经立项，但证照发放的流程依然漫长；

一些符合政策要求的投资被卡在枝梢末节，

市场主体多头跑、多次跑等问题在一些地方

没有实质性改进。

类似这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就是办

不成事”的隐形壁垒的存在，导致一些有政策

支持、有方案指引、有时限要求的改革举措不

能及时落地，让一些市场主体“看准了的机

会”眼睁睁丧失掉，不仅打击了市场主体的投

资兴业预期，更减损了政策红利的效应，迟滞

着相关改革进程。

这些隐形壁垒之所以未能被及时清理，

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关部门及人员的改革进取

意识不足，办事拖延，不作为、慢作为，不求有

功、但求无过。同时，也有一些是因为改革方

案、政策措施过于宏观，在细化执行上耽误了

时间；还有的是多部门在审批和执行力度上

协调不够，导致一两个环节被卡住而拖延了

整体事项的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让市场主体对投资有信

心、对创新回报有期待、对发展前景可预测，

必须重视预期引导和预期管理。这需要宏观

政策的推动，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的一系

列政策举措已经走出了坚实一步，接下来，需

要各地透明公正的执法和周到细致的服务迅

速跟上，让好政策能迅速落地。

202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3 年

的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

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

工作”。清理各类隐形壁垒，给市场注入更强

劲信心，各地起步不错，后面还有诸多实实在

在的事需要一环环落实、一步步推进。

清理隐形壁垒，给市场注入更强劲信心
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

类似这些“说大不大、说小不
小，就是办不成事”的隐形壁垒的存
在，导致一些有政策支持、有方案指
引、有时限要求的改革举措不能及
时落地，让一些市场主体“看准了的
机会”眼睁睁丧失掉，不仅打击了市
场主体的投资兴业预期，更减损了
政策红利的效应，迟滞着相关改革
进程。

“请刷脸”

那些“习以为常”背后是劳动者的默默付出

图 说G不能放任不合格
电动自行车威胁公共安全

田国垒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采访，从事新闻工作
十多年、多次采访铁路部门和铁路人、自诩颇
为“资深”的我，恐怕很难知道“钢轨押运员”
这个群体。

乘坐 350公里/小时的复兴号列车，飞驰
在祖国大地上，看着车窗外的山川风物疾驰
而过，你可曾想过：如此交通体验，从图纸到
现实，背后有多少劳动者不为人知的付出？

钢轨押运员就是这当中的群体之一。新
建高铁架设好桥梁后，需要把钢轨从焊轨基
地运送到工地现场，从钢轨装上运轨车的那
一刻起，整列钢轨到交付建设工地前，看护的
责任就交给押运员了。

这看护和押运的工作，不仅辛苦，而且颇
具“技术含量”。长轨车有37节运轨车，足够
装下500米长的钢轨，但只有尾车和发电机房
能住人，6个人挤在不到7平方米的房间里，由
于长途运输发电机不得使用，车厢空调暖气
也就成了“摆设”；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天气里，
他们一个个裹着厚厚的棉被和大衣，时刻提
防诸如过小弯道易歪轨，运轨车制动易发生
钢轨窜动等风险，全程打起十二分精神完成
护送任务；钢轨押运员每个班一个月至少有
20天在路上，由于要避让其他列车，他们很多

时候是“夜行军”，而冬季的夜行最为难熬，车
厢漆黑一片，只能用手电照明，入睡时要裹好
几层棉被，把能保暖的物件全用上……

当今时代，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往
往想当然地认为很多事情都已机械化、智能
化了，完成起来就是“动动手指”的事，但实际
上，很多行业和岗位仍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
坚守、专注和韧劲。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很多时候，那
些显眼的岗位往往“承包”了公众对某一行业
的全部认知，鲜花和掌声也通常会献给那些
最亮眼的人，而在公众视线之外，在一些不为
人知的平凡岗位上，其实还有许许多多日复
一日、兢兢业业、无言付出的劳动者，他们同
样需要被看见、被了解。

劳动是平等的，行业和岗位没有高低贵

贱之分。当你在清晨踏上干净整洁的街道，
在寒冷的冬夜等来开着暖风的公交车，当一
份热腾腾的饭菜配送到家门口……你可曾想
到，在这些“习以为常”背后，有多少“你不认
识我，但我服务你”的劳动者在默默付出。

今年春节，济南工务机械段57名押运员
坚守在岗位上而没能回家过年。在千家万户
团圆的日子里，他们加班加点完成了济郑高
铁山东段、潍荣高铁、潍烟高铁 3条新线 380
公里的钢轨运送任务。今年春节，数以亿计
的人搭乘火车回家团圆，这背后是包括钢轨
押运员在内的诸多交通运输系统的劳动者的
共同守护。他们坚守岗位不回家，是为了让
更多人能更顺畅地回家。

我们赞美劳动，就要把更多目光投向像
钢轨押运员这样“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
我”的劳动者——他们，用一根根小焊头支撑
起大国工程，用一次次尝试和努力让宏伟目
标达成，用敬业和坚守保障着社会的良好运
转。敬业、专注、付出、豁达、工匠精神……从
他们身上，我深深感受到了这些词汇背后的
生动含义，也深深感受到这些精神所蕴含的
强大动能。

冯海宁

据 1 月 31 日新华社报道，市场监管

总局近日发布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产品

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在抽查的 262
家企业生产的 295批次电动自行车和电

动自行车电池产品中，有 2 批次产品涉

嫌假冒，已交由企业所在地市场监管部

门处理，有 62 批次产品不合格，抽查不

合格率为 21%。

时下，电动自行车已成为很多人重要

的中短途交通工具之一，也形成了庞大的

产业规模。统计显示，我国电动自行车社

会保有量已超过 3亿辆，年产量超过 3500
万辆。广阔的市场前景下，上述抽查结果

却令人担忧和失望。

据报道，电动自行车抽查不合格的

原因，主要是生产企业质量控制不严格，

出厂检验不到位，存在车速超标准要求、

无提示音、少装错装零部件等现象。根

据新国标标准,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为

25km/h。此前，“解限速”主要出现在门

店，但从此次抽查看，部分电动自行车在

出厂前已车速超标。而车速超标是引发

交通事故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时，抽查显示电动自行车电池

22%的不合格率也不容忽视——不合格

项目涉及短路保护、壳体阻燃性等。这

不仅可能为消费者正常使用电动自行车

带来麻烦和额外成本，还可能为消费者

日常骑行、充电带来安全隐患。

相关数据表明，目前有极高比例的

道路交通事故是由电动自行车导致的。

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确保电动自行车

质量合格是关键。眼下，市场监管总局

除曝光不合格产品及企业名单外，还要

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按照《产品质量法》

等规定强化抽查结果处理，开展质量专

项治理和跟踪监管，督促落实主体责任，

加强质量技术帮扶。期待这些举措能够

逐一落实落细。

超两成电动自行车及电池不合格，

这个比例实在不低。要知道，电动自行

车并非一般产品，而是关乎百姓安全的

重要交通工具，其质量问题比例越高，对

人身安全、道路交通安全的威胁可能就

越大，再加上部分销售、维修门店操作不

规范，如轻易就可“解限速”，更进一步加

大了这种威胁和风险。

有关部门应认识到相关问题的严重

性，履职尽责，做好监管，为广大电动车

使用者保驾护航。

江德斌

“春节期间，江苏徐州沛县八堡村的足球

比赛在当地火了，每天都有十里八乡的村民

来观赛……烤红薯等商业配套也跟过来了，

停车都停不下来。村民也都不打牌了，都出

来看比赛。”据 1 月 31 日澎湃新闻网报道，这

是《人民日报》在春节期间发布的一段微博，

当时还配发了“村界杯”比赛的画面。这条微

博很快爆火，央视新闻频道也进行了题为“小

小乡村足球赛，千人欢聚过大年”的报道。

2022 年篮球“村 BA”火了，2023 年足球

“村界杯”也要火？近年来，即便在国内足球

联赛上，也很难见到如此火爆的比赛场景。

乡村草根足球比赛虽然专业水平不高，但胜

在人气旺，民间基础好，群众参与度高，村民

观赏热情足，可谓真正的群众体育。

据介绍，这座足球场是 2019 年由当地

政 府 建 成 后 向 老 百 姓 免 费 开 放 的 。 三 年

来，踢球的队伍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了“村

界杯”比赛。今年，除沛县当地球队及徐州

市其他地区球队外，还有来自山东的球队

参加，活动影响力越来越大。可见，免费足

球场地的存在，不仅激发了村民踢球的兴

趣，也助推了当地足球运动的火热和“村界

杯”的兴起。

“村界杯”名声大噪，村民都来围观比赛，

带火了“商业配套”，形成了良性循环，甚至吸

引了周边学校的小球员观赛。当地知名足球

运动员也在回家过年时，去现场观看了“村界

杯”，为参赛球员加油助威，发微博宣传家乡

足球活动。

这种自发组织的民间草根足球比赛，丰

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促进了群众体育的发

展，还有助于鼓励更多人参与足球运动。从

去年的篮球“村 BA”，到今年的足球“村界

杯”，这种原生态的基层体育活动，不仅在线

下受到村民和球迷的欢迎，在网上也受到诸

多网友的追捧，还原了乡村野生体育项目特

色，展现了全民体育的生机活力。

“村界杯”的火爆，展现出了一种别样的

竞技姿态，赛场上群众对足球的真挚热爱，令

人动容。这样的赛事，点燃了公众对足球运

动的热情，在民间播下了中国足球的种子。

那些充满激情的奔跑和呐喊，或许正孕育着

中国足球、乃至中国体育的未来。

我们为“村 BA”“村界杯”喝彩，不仅是被

群众的运动热情所感染，也是为全民体育鼓

劲，为中国体育的未来加油。期待这股力量

和精气神能继续传递下去，带动各地更好地

发展全民体育，增加基层体育设施和资源投

入，让群众拥有更多的免费体育活动场所，畅

快淋漓地运动起来。

“村界杯”，对全民体育的生动诠释

“从手机银行App到购物软件，从化妆类App到
游戏防沉迷……一天下来，脸要被扫十几次”——据
1月28日《法治日报》报道，如今，不少手机App都会
采用人脸识别技术，而人脸信息是具有不可更改性
和唯一性的生物识别信息，容易被犯罪分子窃取利
用或者制作合成。现实中，通过破解人脸识别验证
程序而侵害他人隐私、名誉和财产的案件不在少数。

时下，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但相
关行业内企业技术标准良莠不齐，人脸识别的安全
性屡遭质疑。对此，各方不乏建议，比如监管机构应
加强资金、技术方面的核查，避免低质量企业运用人
脸识别技术；在权利救济方面司法机关有必要重视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作用，在司法层面对行业
和相关技术的应用提供指导，等等。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往往具有两面性，如何在运用技术的同时，将其
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降到最低，是一道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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