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护古迹遗址，让公众“一眼千年”一见倾心
本报评论员 韩韫超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复制现实，让虚拟更真实 | 三工视频·新
360行之VR摄影师》

“我们是虚拟现实的创造者。”4 月 13 日，在北京二

环内的一处居民楼里，VR(虚拟现实)摄影师李爽这样介

绍自己。他表示，摄影师的工作就是用自己手中的设备

尽最大可能为客户还原现实，让他们足不出户就能“一

览无余”。 （本报记者 杨召奎 王伟伟）

复制现实，让虚拟更真实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
道《工小妹：通过微信“隐性加班”？法院
判了！》

“下班也得紧盯微信”算加班吗？能领加班费吗？近

日，北京法院的一则判决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算！

这次法院的判决，厘清了概念，也亮明了态度。不是

没在公司工位上就能否认加班，员工通过电脑、手机随时

办公同样付出了实质性的劳动，明显占用了休息时间，应

当认定为加班。

（本报记者 卢越 赵琛 曹玥 白至洁）

通过微信“隐性加班”？法院判了！

工人日报专访《狂飙》主创

“《狂飙》这个剧名，是我很久以前就构想好的，我对

制片人说，在拍摄过程中千万不要将这部剧改成其他名

字。”现实主义题材精品《狂飙》导演、总编剧徐纪周，总制

片人徐康近日来到工人日报社，接受了记者专访。

（本报记者 苏墨 史宏宇 白至洁 张冠一 雷宇翔）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鼓楼访谈录 | 工人日报专访《狂飙》主创：我们
真诚的创作态度，相信观众能感受到》

性别转变被开，算歧视吗？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劳动者权益小课堂 ｜ 性别转变后丢了工
作，单位的做法是歧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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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某某是一家公司技术部产品总监，因患有易性症

需要手术治疗，手术前其通过微信向领导请病假后，进行

了男转女性别重置手术。公司以高某某连续旷工为由作

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

对新鲜事物是否应当接纳的标准在于“是否侵犯他

人、集体、社会或者国家利益”。该案中，劳动者的行为并

未造成侵犯，其作为人的人格尊严及正当权利仍受到法

律的平等保护，从劳动法律的角度来看，仍旧享有平等就

业不受歧视的权利。

（本报记者 周倩 李逸萌 窦菲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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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降低平台过高抽成，更好维护网约车司机权益

今年 4月 18 日是第 40 个“国际古迹遗址

日”。据新华社报道，国家文物局当日在湖

北武汉举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现场工作会，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我国

共建成 55 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8 年至

2022 年，全国各地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累计

接待游客 1.46亿人次。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古迹遗址或是人迹

罕至的考古工地，或是电视里、书本上“高大

上”的存在。设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以

公园的形式将古迹遗址保护起来，并将其融

入现代城市建设。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公

众可以通过观摩考古现场、欣赏出土文物、

选购文创产品、体验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

学习历史知识，了解遗址承载的文化与历史

信息，理解国家民族的发展历程，探寻人类

社会的过往与将来。可以说，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为古迹遗址及其背景环境赋予了科研、

教育、游憩等功能，巧妙地搭建起一座连接

公众与文化遗产的桥梁。

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名录中，既有圆

明园、秦始皇陵、三星堆等公众耳熟能详的

旅游胜地，也有不少普通人家附近低调的宝

藏古迹；既有新近发掘的考古成果，也有多

年前发现的历史遗存。那些印刻在断瓦残

垣里的人与事，那些埋藏在地下的沧海桑田

与昔时日常，往往是先前不为很多人所知

晓。考古遗址公园的建立，正是力图擦亮古

迹遗址这面窥见历史文化的镜子，让这份人

类记忆更加清晰起来。它让历史文化的保

护与传承更多了几许仪式感，让公众在对历

史的回望、了解和敬畏中，收获更多的族群

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

今年“国际古迹遗址日”的主题是“变革

中的文化遗产”，旨在探讨时代变革中的文

化遗产保护利用命题，以及如何为考古遗址

注入新活力和新动能。值得欣喜的是，如今

包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内的古迹遗址保护

传承工作，已不仅仅局限于物理空间上的保

护和通识类的宏大叙事，各方正努力通过诸

多途径，让考古成果更好地实现创新转化，

让古迹遗址更加自然地融入现代生活——从

用虚拟现实手段建模复原遗址来实现昔日

的场景重现，到开发研学课程让参观者体

验模拟考古发掘、文物修复；从在遗址公园

内开展文物展、文创展、非遗产品项目展等

活动，到推出原创古风歌曲、情景古乐剧等

文艺作品以吸引公众前来欣赏、打卡，多地

接 连 涌 现 出 古 迹 遗 址 保 护 实 践 的 生 动 样

本，让公众不仅能够“一眼千年”，更能一见

倾心。

近年来，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热

捧，考古热、文博热蔚然成风。接连出土震

撼文物令三星堆考古持续火爆；《我在故宫

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等文博类节目屡

屡走红；《唐宫盛宴》《只此青绿》等舞蹈圈粉

无数；“十大考古新发现”举世瞩目；文博 IP

层出不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令越来越

多的人着迷、沉醉，这与相关领域内容形式

的创新分不开，也体现了国人在生活水平提

升后，产生了触摸传统文脉、感知历史底蕴、

探寻文化基因等精神追求。

“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

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

来”。眼下，各地正在不断实践探索，通过多

种途径活化历史文化遗产，让百姓望得见山

水、记得住乡愁，增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

信，凝聚发展力量。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西安火车站站房与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的丹凤门城楼遥相呼应，有乘客调侃“出站

如同上朝”；市民和游客沿北京中轴线拍照

打卡、结伴骑行；作为长江流域首个史前稻

作遗存发现地，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公园成

为游客沉浸式体验农耕文化的宝地……越

来越多的历史文化遗产正在从沉睡中醒来，

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期待更多的历

史文化遗产能够穿越岁月的长廊，走进今天

百姓的视野，定格为新时代的文化风景。

越来越多的历史文化遗产正
在从沉睡中醒来，从馆舍天地走向
大千世界。期待更多的历史文化
遗产能够穿越岁月的长廊，走进今
天百姓的视野，定格为新时代的文
化风景。

冯海宁

4月 17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3年推动

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企业降低过高抽成工作

方案》，明确将推动主要网约车、道路货运新

业态平台公司加强与从业人员代表、行业协

会等沟通协商，保障从业人员合理劳动报酬

水平；推动降低平台过高的抽成比例或者会

员费上限，并向社会公开发布。（见 4 月 18 日

《北京青年报》）

降低平台过高的抽成比例，这是不少网

约车司机的呼声。早在 2021年，交通运输部

就要求有关平台降低抽成比例并督促其公开

计价规则。据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目前，

网约车各主要平台公司的抽成比例上限在

18%-30%之间。如今，其再次就此事发布工

作方案，不仅体现了对这一工作的重视，也体

现了规范有关行业健康发展、保障相关从业

人员权益的决心。

平台抽成比例，既关系司机们的生计，也

关系平台公司的业绩，还关乎新兴行业的发

展。推动平台降低抽成比例，有助于为司机

注入信心，激励其提升服务品质，推动行业向

好发展。

沟通协商是降低平台抽成比例的主要方

式。只有相关各方公平友好沟通协商，才有

望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而谁来参与沟

通协商，以及如何沟通协商，是影响此次降低

网约车、货运平台抽成比例的关键因素。比

如，上述方案提出，平台公司加强与从业人员

代表、行业协会等沟通协商。这当中，如何推

选“从业人员代表”、如何确保其能够说出司

机们的普遍想法和心声，无疑十分重要，这也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沟通协商的效果。

让平台抽成比例处于合理水平，其一，需

要平台方、行业协会及有关部门站在司机的

立场换位思考。此前，北京、浙江的相关职能

部门工作人员为完善有关工作举措体验送外

卖，一度引发热议，这种认真调研、察民情听

民意的做法值得借鉴。其二，无论平台还是

司机，都应该拿出相应的成本“账本”等，用数

据和实情说话，为确定抽成比例提供更明确、

更有说服力的依据。

应该明确的是，保障从业人员的权益和

收入，降低平台抽成比例只是一个环节、一

根“硬骨头”，长远看，还有一些问题是值得

关注和探讨解决的，比如，曾有平台因随意

调整计价规则损害司机权益，被主管部门约

谈。毫无疑问，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的脚步应该更加紧凑、办法应该越来越细，

相关部门也在为此积极努力作为。为各行

各业的劳动者织密权益保障网，某种角度

上，关系着所有人的美好生活。

胡建兵

据 4 月 14 日《人民法院报》报道，近

日，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

非法捕捞水产品案时，依法向两名被告

人发出了该院首份《巡湖守护令》，责令

其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湖面巡查、垃圾清

理，发现他人捕鱼、电鱼、毒鱼等情况时，

及时向湖域管理部门报告，宣传鄱阳湖

环境保护等工作。2022年 10月，上述两

名被告人到鄱阳湖区一水域使用渔网捕

鱼，被现场查获渔获物 59.3 公斤。鄱阳

法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两

被告人拘役一个月，缓刑两个月。

据介绍，这是鄱阳法院创新生态环境

司法保护机制，将被告人从生态“破坏者”

转变成生态“守护者”，以便更好地保护鄱

阳湖生态环境与水产资源的一项举措。

我国民法典中的“侵权责任编”增

加了“破坏生态”这一侵权形态，将环境

侵权责任细化为“破坏生态”和“污染环

境”两种情形，这为“破坏生态”侵权责

任的主张提供了依据。通常情况下，此

类案件的肇事者在情节严重时可能不

仅要承担刑事责任，还要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以劳代偿”符合“谁污染、谁治

理、谁损害、谁赔偿”原则，比以往一罚

了之的处罚方式更具有长远意义。

赔偿义务人通过从事野生动物保

护、生态环境修复治理等工作以折抵赔

偿费用，既可以达到对生态环境功能替

代性补偿的目的，又能有效解决一些涉

生态环境案件“执行难”的问题。而且，

相比惩戒，司法活动和行为还承担着教

育、引导的职能，既要让当事人真心悔

罪，又要让更多人有所敬畏、领悟。“以

劳代偿”看中的不仅仅是一时的刑罚，

更是长期的法治理念的培育及对人们

行为的引导，即通过“审理一案”实现

“教育一片”。

事实上，近年来，坚持“绿色司法”理

念，本着教育意义大于惩罚目的的原则，

不少地方的司法部门都在探索创新，积

极促进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和修复。这

样的做法和效果值得期待。当然，把“以

劳代偿”的好事办好，还须严格遵循公

开、公平、公正原则，要把握好尺度，不能

让其成为一些人逃避刑罚的路径。

探 索

图 说G保护生态环境，

“以劳代偿”值得期待

据红星新闻报道，近日，浙江东阳市教育局就网友
“改革课桌椅实现躺睡”的建议回复称，当地已在开展
相关试点工作，但据反馈，受教室场地面积、师生人数
等因素限制，学生日常进出座位、打扫班级卫生、搬动
桌椅等都不方便，效果不如预期。

建议引进放平躺睡的课桌椅，提升孩子们在校期
间的午睡质量——初衷很好，但落实起来并非易事，毕
竟学校要受具体空间和条件的限制。不过，这种提醒
很有必要，在图书馆、专用教室、体育馆等公共场所辟
出午睡空间，为学生配备午睡垫等设施，同样可以尝
试。一段时间以来，从聚焦学生营养餐质量，讨论教师
校长同餐陪餐制的可行性，到想方设法为学生创设午
休条件，社会和公众对青少年的关爱不断细化和具体，
这是一种可喜的变化。类似的集思广益和互动沟通，
多多益善。

赵春青/图 韫超/文

李丹青

医院门口司空见惯的“高价收药”卡片，

指向一个新情况——其收购的“回流药”大多

为医保药品。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近年，

江西、福建、山东、北京等多地曝光倒卖医保

药品的典型案例，仅 2022 年，江西南昌警方

即侦办了十余起倒卖医保药品案。其中一起

药品来源地涉及 6 省，销往地涉及 21 省，294
家药店参与倒卖，涉案资金流水近 2 亿元。

“倒卖医保药品案件涉案省份多、范围广、金

额大，导致医保资金大量流失”，危害着人民

群众的“救命钱”。

在医院附近、小区门口、街头巷尾，“高价

收药”“回收药品”的小卡片屡禁不绝。被回

收的药品大多为用医保购买的药品。这背后

的“生意”，是参保人员利用医保报销政策，低

价反复开药，加价卖给中间商，中间商收集后

再加价倒卖给药店。

利用医保报销比例差价倒卖药品的背

后，实则是一个欺诈骗保的“回流药”产业链。

其中的“利润”有多大，可以从近来警方破获

的案件中窥知一二。去年，上海一对夫妻在 7
个月时间里，在多家医院“走医保”开出 100多

种、金额超 11万元的药品，远超其正常用量。

他们以零售价 30%至 50%的价格贩卖给中间

商，后者再以药价的 60%到 80%进行倒卖。

“高价收药”瞄准的或者说“合作”的群体

多为老年人、慢病患者。他们有实际且长期的

用药需求，有的让医生按病症最大用药量开

药，有的针对同一病症开多种药品。这不仅让

参与医保药品倒卖成为可能，还能打“掩护”，使

得这一骗保行为难以被及时精准识别和打击。

在这条“回流药”利益链中，开药的患者、

倒药的中间商、收药的药店都可以从中获利，

唯有医保基金成了“板上鱼肉”。因各地集采

药品的约定采购量有限，一旦这些药品被超

量开出来，还将导致其他患者开不到这些药

品，进而影响正常的药品供应秩序。

随着药品集采常态化、职工医保门诊统

筹报销机制改革、慢性病报销比例不断提高

等医改政策不断深入，医保药品价格降了，报

销比例高了，门诊看病购药也能报销了，这某

种角度上意味着倒药的“利润空间”和可乘之

机也更大了，而打击倒卖医保药品也比过去

更显紧迫。

为此，相关部门持续重拳出击。去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

《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这一非法链条上各利益

主体的违法行为及处罚进一步明晰，尤其是

将“回流药”市场的关键因素即倒药“中间商”

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斩断“回流药”产业链，需要依法惩治，还

需要加强源头预防和全过程监管。对于倒药

骗保过程中套刷药品、回收药品、转手卖药等

各个环节，要有精准打击、各个击破的手段。

比如，针对第一步开药环节，医生要严格依据

疗程等周期开药，不可超量，医疗机构可以通

过智能监控和信息化筛查等方式，加大对这

一环节的全流程监控；又如，严格落实药品追

溯制度，给每盒药附追溯码，实现“一物一码、

一码同追”，让药贩子和违规进药的药店即便

拿到药，也不敢收、不敢卖。

惩治倒药骗保行为，不能遗漏任何一环，

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参与者。只有环环相

扣、全程“带电”，才能铲除相关行为的生存土

壤和违法动力，进而更好地守护医保基金安

全和百姓用药安全。

不能放任“高价收药”威胁医保基金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