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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自 2022 年入选贵州省“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建设名单以

来，遵义市播州区三合镇刀靶社区抢抓发展机遇，紧扣“雄师

刀靶·善治社区”定位，充分发掘特色文化资源，发展特色产

业，大力打造红色美丽乡村。

三合镇结合“五强组织”创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等活动，坚

持“一切工作到支部”的原则，进一步建强乡村特色堡垒。深

入推进红色美丽村庄提质升级工作，统筹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和特色元素建设。以村容村貌提升与特色景点打造为基础，

共同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奋力发展富民产业，全力推

进乡村振兴。三合镇围绕“一红一绿”发展思路，在推动特色

资源开发利用同时，立足刀靶社区村情，扎实走绿色产业发展

之路，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稳步前进。

现在，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文旅资源集群发展，支部强、产

业旺、文化兴、村民富、环境美的美丽刀靶乡村新画卷正在缓

缓绘就。 （肖洪钊）

发展特色产业 推动乡村振兴
“我们的社保金补齐了，终于去掉了心病！”某公司职工心

满意足地对法官说道。近日，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诉

前一举化解 30余名职工劳动争议案件，解决了他们的揪心事。

今年 8 月，区法院诉前受理涉 30 余名职工诉某公司要求

确认劳动关系的劳动争议案件，因案件矛盾沉积多年、涉及职

工多，社会关注度高。该院及时通过“法院+工会”劳动争议

诉调对接机制，经法院、工会、社保、劳动仲裁部门共同努力，

确认了职工们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30余名职工的合法权

益得到有力维护。

近年来，区法院坚持把诉调对接的“调”向诉讼前延伸，

瞄准企业和劳动者的司法需求，设立“法院＋工会”劳动争

议调解工作室，加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仲裁调解的联动，

实现程序衔接、资源整合、信息共享，为推动劳动纠纷诉源

治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营造良好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

有力保障。 （李同善）

诉源治理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为充分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提升民事检察监督透明度

与公信力，近日，贵州省玉屏县人民检察院对三起涉及追索劳动

报酬纠纷支持起诉案件进行集中公开听证，邀请县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听证员参与听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听证会上，听证人员在充分了解案情后进行了评议，一致

认为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是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有力举

措，同意支持起诉意见。支持起诉工作是检察机关开展民事

检察监督的一项重要职能，对于依法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开展集中公开听证，既能

节约时间、优化流程、降低司法成本，又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是做实民事检察精准监督的一项

重要举措。

下一步，该检察院将规范推进公开听证工作，进一步提升

民事检察监督质效，促进矛盾化解，实现更优办案效果，切实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吴仙珺）

公开听证 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近日，国网吴忠供电公司组织专业人员前往吴忠市利通

区敬老院开展专项用电检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确保老人们

迎峰度冬期间安全可靠用电，送去冬日里电力人的暖心关怀。

敬老院内，工作人员仔细检查楼道、厨房、宿舍内的用电

线路，排查和消除私拉乱接、破股线、老旧开关等安全隐患。

对配电室内低压计量装置、断路器开关、电缆进出线、安全工

器具、灭火器进行全方位“体检”，发现问题督促及时记录整

改。同时，还向敬老院工作人员及老人们发放安全用电宣传

手册，详细讲解安全用电常识、各类电器的安全使用方法、预

防电费诈骗等注意事项，确保冬季用电高峰期间老人享有安

全的用电环境，将为民服务实践落到实处。

随后，该公司工作人员还主动与老人们一起谈心聊天，分

享开心趣事，关心老人们的生活及健康状况。一句句亲切地

问候、一份份真切地关怀让老人们脸上洋溢出幸福的笑容。

（李雨婕 向湘）

安全用电检查 确保温暖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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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洪涛）可低价开出数码

产品、物超所值、抢到就是赚到……快递量激

增和盲盒经济的结合下，快递滞留件（因地址

不详、电话停机等原因没有派送成功的快递）

盲盒这种新产品可谓兼具了开盲盒的刺激感

和“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诱惑力。然而，《工

人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快递滞留件盲盒

套路多，消费者上当容易捡漏难。

在一些电商平台，搜索“快递箱盲盒”“滞

留件”等关键词，会跳出很多“白菜价”“紧急

处理”快递滞留件盲盒的商家。有的滞留件

按斤处理，也有的以“麻袋”为单位销售，许多

商品图封面上都有大字标明“稳赚不赔”“抢

到就是赚到”“快来捡漏”等字样。

记者随机点进一家店铺看到，有几元到

几百元不等的价格可选。而根据每家店铺小

到几十件，大到 1 万多件的成交量来看，有不

少消费者抱着“赌一把”的心态下了单。随手

点进一个商品，评论区内零差评，几乎全是

“溢美之词”，不少人表示“大惊喜”，开出手机

“赚了”，他们拍的“五公斤（海外原单）”产品

价格为 170元。

但在某社交平台搜索相关内容，不少消

费者分享了自己的拆盲盒体验，其中一位消

费者称自己购买的 20余元的滞留件盲盒里基

本是“牙签”“棉签”之类的东西，根本不值 20

元。在该分享贴下，不少网友质疑该店刷好

评。还有消费者表示自己买的 298元 20斤的

盲盒中“很多商品连说明书都没有”。

快递滞留件盲盒到底能不能买？是否真

的能物超所值？江苏省消保委调查发现，快

递滞留件热销的当下，不少商家抓住消费者

“以小搏大”的心理动歪脑筋，将廉价批发来

的小商品分装进不同快递专用盒，通过“精

心”包装后，打上“海外原单”的标语，“李鬼”

摇身变“李逵”，接下来，在商品评论区安排

“低价开出数码产品”等表示“物超所值”“大

惊喜”的“买家秀”，进而营造出“买到就是赚

到”的假象。殊不知，消费者闭眼买的滞留件

盲盒，是销售者睁着眼打包的“套路礼盒”，消

费者拆开盲盒有惊无喜，不仅没“捡漏”反而

“上当”。

江苏省消保委认为，一方面，如果商家售

卖的确为他人的快递滞留件，不合法；另一方

面，滞留件盲盒套路多，上当容易，捡漏难。

对此，专家指出，快递行业监管部门应加

强对快递运输营业网点及人员的监管，严厉

打击贩卖快递盲盒行为。电商平台应及时清

理平台内贩卖快递盲盒的商家，整顿打着“海

外原单”快递盲盒的噱头贩卖廉价地摊小商

品的欺骗消费者的行为。消费者要理性消

费，识别套路和骗局，切忌贪小便宜。

宣称可低价开出数码产品、物超所值、抢到就是赚到

快递滞留件盲盒，馅饼还是陷阱？
调查发现，所谓“大惊喜”的“买家秀”其实是刷出来的，消费者上当容易捡漏难

本报记者 杨召奎

近日，“国产羽绒服卖到 7000元”“羽绒

服何时卖到五位数的”“羽绒服涨价把市场

让给了军大衣”等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并引

发公众对于国产羽绒服价格过高的质疑。

有不少消费者吐槽：“千元预算内已经

挑不到一件心仪的羽绒服了。”在此背景

下，一些大学生用实际行动“整顿”羽绒服

市场，扎堆穿起军大衣，正如他们所言：不

是羽绒服买不起，而是军大衣更有性价

比。而一些职场人士则很快找到了“平替”

冲锋衣。

近年来，国产羽绒服价格上涨是不争

的事实。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

显示，2015年到 2020年间，中国的羽绒服均价

从 438 元涨到 656 元，大型防寒服的价格突破

1000 元，其中 2000 元以上的占比接近 70%。

有业内人士对媒体指出，今年羽绒服的整体

价格相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30%左右。

羽绒服价格上涨背后，与原料成本上涨

有关。羽绒服的构成主要是面料和羽绒，今

年面料的价格变动不大，但是羽绒的价格却

涨了不少，再加上人工费用上涨等因素，羽绒

服价格上涨也在情理之中。DT 研究院数据

显示，自 2016年至 2022年 11月，90%白鸭绒从

每千克 200 元涨至 360 元左右，90%白鹅绒从

每千克不到 400元涨至 640元左右。

既然原材料和人工费用都在上涨，消费

者为何对国产羽绒服涨价颇有微词呢？这一

方面是一些品牌的涨价幅度明显高于原材料

的涨价幅度，另一方面是一些品牌开始走高

端化路线，让羽绒服不仅仅是御寒产品，而是

重时尚设计、重品牌营销。这确实可以迎合

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使其愿意为更时尚更具

设计感的产品买单，但也有消费者质疑一些

品牌宣称使用航天材料等是营销噱头，目的

是为了卖高价。

按照价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羽绒服属

于充分竞争的行业，经营者在明码标价的前

提下，有权根据市场供求自主定价。也就是

说，从法律上讲，只要明码标价，国产羽绒服

定价定得很高并不违法违规。

但从钟薛高高价雪糕遭吐槽，到 79 元一

支的花西子眉笔备受质疑，再到国产羽绒服

“贵”上热搜，也说明国产品牌在享受自主定

价权的同时，要拿出过硬的产品，让价格对得

起品质。如果高价产品经不起消费者检视，

其高价策略势必会反噬品牌。

对于国产羽绒服品牌特别是一些初创

品牌来讲，还是要以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为

原则设计、生产产品，提升产品的品质，做

到理性定价，让消费者切实感受到产品物

有所值，才能赢得消费者的认可和信赖。

当然，在国产羽绒服“贵”上热搜的同

时，还应看到，我国低端羽绒服市场面临产

品严重同质化、内卷化等问题。因此，国内

羽绒服企业向中高端迈进方向没有错。

但一些国产羽绒服品牌应该明白，在

消费者消费更加理性、更加注重实用价值

的时候，如果没有生产工艺的提升，没有新

材料、专利技术等硬实力的加持，没有品牌

故事、时尚设计等软实力的增长，单靠高价

策略和营销噱头，很难在消费者面前树立

高端的形象。

国产羽绒服“贵”上热搜，对品牌运营有何警示？

濮新高速宁沈段建成通车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与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投资，中

铁上海工程局参建的濮阳至湖北阳新高速公

路宁陵至沈丘段正式开通运营。

据了解，濮新高速宁陵至沈丘段完善了

豫鲁皖鄂省级通道，为促进区域内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的建设和省界边际地区交通和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团队超前谋划，

先后克服工期紧张、施工风险高等不利因

素 ，不 断 优 化 施 工 方 案 ，高 效 推 进 项 目 建

设，同时探索安全管理新模式，实现安全生

产“零事故”。此外，项目团队还推广生态

设计、绿色施工，在路基边坡广泛采用植物

纤维毯等绿色防护，实施清表土源和迁改

林木再利用，实现工程建设与自然环境和

谐共存。

（王东梅 胡育松）

本报讯 （记者周怿）记者日前从生态环

境部获悉，第三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深入一线、深入现场，查实了一批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核实了一批不作为、慢作为，

不担当、不碰硬，甚至敷衍应对、弄虚作假等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近日，第一批 5 个

典型案例进行集中公开通报。

今年 11 月，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督察甘肃省发现，张掖市黑河流域违规取

水建设人工水面、地下水超采治理不力、违法

毁林开垦问题突出，加剧水资源紧张状况，加

大生态环境退化风险。

另外四起典型案例包括：中央第一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督察福建省发现，漳州市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不力，在沿海防护林保护、围填海

历史遗留问题整改、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等方面

违法违规问题突出；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督察河南省发现，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以河道生态修复之名，违规占用耕地挖湖

造景，影响河道行洪安全；中央第三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督察海南省发现，海南省一些地方

红树林保护不力，非法占用红树林保护区，破

坏损毁红树林等问题依然突出；中央第五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青海省发现，柴达木盆地

盐湖资源开发中绿色发展理念树得不牢，生态

环境刚性约束认识不清，存在无序扩张、违规

取水、侵占草地等问题。

第三轮环保督察查实一批生态环境问题

12月 2日，在小泊头镇一家渔网
生产企业，员工在生产渔网产品。

近年来，山东省滨州市无棣县小
泊头镇整合带动当地企业规模生产，
延伸产业链条，助力传统渔网产业高
质量发展。目前，这个乡镇已发展渔
网企业 600 余家，年产各类网具产品
36 万吨，渔网产品市场份额占全国
30%以上。

新华社记者 朱峥 摄

小渔网编织大市场

日前，江西省上饶经开区中交上饶汽车试验场项目上演
了现代化建造的精彩一幕：在倾角达44.43°、位列全国第三
大倾角的高速环道上，桥式摊铺机、鼓式压路机一体化作业，
完成长达48小时的全幅一次性摊铺，标志着全长7.195公里
的高速环道摊铺全部完成。该项目预计 2024年 7月全面建
成试运行。

本报记者 王晓颖 本报通讯员 潘之望 摄

中交上饶汽车试验场高速环道摊铺完成

本报讯 （记者李国）老佛爷百货、梦回廊亭、toys star、伊

兰朵意大利手工冰淇淋……记者近日从重庆市商务委获悉，

今年前三季度，重庆累计引进品牌首店 341 个，同比增长

216%。仅第三季度就新开品牌首店 192 家，环比第二季度增

长 128%，创下 2020年以来单季新开首店统计新高。

据悉，重庆在培育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行动中，将“四

首经济”（首店、首牌、首秀、首发）作为激活消费新动能的强引

擎，持续加大首店经济支持力度，吸引国内外品牌在该区域首

次开设门店，使品牌价值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耦合。

“热门品牌首店带动商业综合体实现人流商流显著提

升。”渝中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说，前三季度渝中区重点商业

体、购物中心销售额同比增长 19.3%，首店成为商业流量增长

“加速器”。

记者在位于重庆（化龙桥）国际商务区的重庆印象城看

到，法国领先、全球知名百货品牌 Galeries Lafayette（老佛爷百

货）乃西南首店，为重庆带来了从国际品牌到全球设计师精品

的丰富选择，全方位焕新消费时尚体验。

“四首经济”激活重庆消费新动能

本报讯 （记者邢生祥）近日，青海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关

于做好经营主体迁移登记“一件事一次办”工作的通知，破解

经营主体迁移登记“两头跑、多次跑”现象，全面提升经营主体

迁移登记便利度。

青海将经营主体申请迁入、迁出、调档、变更登记（备案）

四个环节合并为一个环节，实行经营主体迁移登记“一件事一

次办”。经营主体发生迁移登记情形的，只需向迁入地登记机

关同时提出迁入和变更登记（备案）申请，无需向原登记机关

申请迁出、调档，无需经迁出地登记机关同意。

对经营主体在省内迁移登记的，青海要求迁入地登记机

关当场做出准予迁入的决定，迁出地登记机关核对经营主体

登记注册档案完整无误后，在 3 个工作日内移交给迁入地登

记机关，迁入地登记机关在收到档案后，在规定时限内办结变

更登记（备案）。对省外经营主体迁移至青海登记的，各级登

记机关在经营主体提交迁入申请后当场出具《准予迁入调档

函》，在收到登记注册档案并核对无误后，在规定时限内办结

变更登记（备案）。

青海经营主体迁移登记“一件事一次办”

本报讯 （记者王鑫 方大丰）记者日前从湖南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获悉，湖南大力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全面推广高品

质绿色建筑。目前，湖南全省已建成长沙市、吉首市两个国家

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20 家、省

级 55家，基本实现全省覆盖。装配式建筑构配件年生产能力

达到 3500万平方米，产业总产值逾 1000亿元。

湖南长沙的远大住工集团麓谷二期智能制造生产基地，

工人们正将一批批楼板“打包”送出，这些楼板即将成为未来

某栋建筑的“零部件”；在中建五局三公司打造的移动式机电

智造中心，可把多条装配式机电生产线“藏”于集装箱中，形成

一个个小型预制工厂，运至项目现场生产……近年来，湖南高

位推进绿色建筑、绿色建造、智能建造。

“推进绿色建造，‘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建人民群众心

中的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市，是建筑业发展方向。”湖

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一级巡视员刘年来说。

2023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暨世界

建造业大会日前在长沙举行。刘年来表示，通过举办筑博会，为

打造绿色建造“湖南样板”拓宽了视野思路、增进了交流合作。

湖南装配式建筑构配件产值逾千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