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中国发展机遇 合力续写“亚太奇迹”
当地时间 11 月 18 日上午，亚太经合

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泰
国曼谷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国家主席
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勇
担责任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
话。习近平强调，中国将坚持实施更大范
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坚持走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继续同世界特别是亚太分享
中国发展的机遇。

中国发展离不开亚太，亚太繁荣也
离不开中国。过去几十年，亚太区域经济
合作蓬勃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
奇迹”，亚太合作早已深入人心。当前，世
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
有的方式展开。“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

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
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世界
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分享中国发
展机遇有助于携手开创亚太经济合作新
篇章。

行胜于言。中国作为亚太经合组织
的重要经济体，一直在坚持真正的多边主
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诸
如倡议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打造新型
投融资平台，并捐款1000 万美元用于支持
亚太经合组织机制和能力建设等等，都是
在以实际行动让亚太分享中国发展机
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造福亚
太的坚定决心愈加彰显。当前，中国正继
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亚太发展贡献
力量。

共赢发展，让更多合作成果惠及亚
太人民。30 年来，中国一直积极融入亚太
区域合作，积极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社会
进步和民生改善。比如，中国企业在泰投
资大幅增加，中资企业为泰国带来了多款
新能源汽车；雅万高铁近日试验运行成
功，其不仅服务于客运还将带来新的经济
增长点，带动沿线地区建设发展。当前，
中国经济已同亚太经济相互依存、深度融
合。共赢发展，更多合作成果将惠及亚太
人民。

贡献“中国方案”，助力亚太发展。维
护国际公平正义，建设和平稳定的亚太；坚
持开放包容，建设共同富裕的亚太；坚持绿
色低碳发展，建设清洁美丽的亚太；坚持命
运与共，建设守望相助的亚太……在亚太

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重
要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就为地区各国应对
发展挑战、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
案”，为促进亚太发展、构建亚太命运共同
体照亮了前路、凝聚了力量。

共同迈向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
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自
1991 年 11 月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以来，作
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坚定支持者和积
极推动者，中国将自身发展与区域发展紧
密结合，已经为推动地区经济合作作出了
重要贡献。《曼谷邮报》就刊文指出，中国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地区经济发
展注入新动力。展望未来，一个全面走向
现代化的中国将为亚太地区带来更大的
机遇。 （据环球网）

今年以来，多部门出台
税收、金融普惠性政策，降
低居民购房成本，支持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市场人
士表示，这些普惠性政策的
实施效果正在显现，有助于
提高需求端活跃度，稳定房
地产市场预期。

新华社发

打出政策
“组合拳”

热点观点 052022年11月22日 星期二 值班编委 郑桉 编辑 瞿玩东 美编 吴佳 校对 郑桉

■快 评■

未经许可剪辑影视剧的“剪刀手”
“搬运工”频频出现，一些短视频平台成
为互联网领域侵权的“高发地”，大量热
门影视作品则成为被侵权的重灾区。近
年来，网络短视频丰富了网民线上生活，
成了很多人休闲娱乐的首选。人人都成
了短视频的“导演”及“观众”，在短视频平
台上，每天新增短视频数量可高达千万条
以上。

短视频行业发展欣欣向荣的同时，
不可否认也乱象丛生，存在泥沙俱下、鱼
龙混杂等问题。比如同质化问题，不少博
主并没有多少原创的东西，更多时候就是

在做“搬运工”，甚至直接对他人的内容进
行复制粘贴。随着短视频兴起，影视剧剪
辑也火了起来，剪辑影视剧的“剪刀手”

“搬运工”也多了起来。
短视频侵权频发、高发，侵犯了原创

者的知识产权，也衍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
“逆淘汰”现象。一些原创优质内容鲜人
关注，“剪刀手”“搬运工”却可能赚得盆
满钵满，这影响了短视频行业的健康有
序发展。

遏制短视频侵权难题，要完善法律
机制，还要夯实平台责任。现在人工智
能技术迅猛发展，对于各种侵权现象，

大多数平台已经具备了相应的侵权检
测 能 力 。 平 台 不 能 推 卸 自 身 责 任 ，以

“技术不能”“技术中立”等为借口逃避
责任义务。这就需要提高侵权成本，要
建立健全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要看
到，短视频侵权乱象，也不利于平台内
形成健康良性的竞争生态。对侵权行
为放任自流，不仅要承担法律风险，遭
受原创者索赔，而且对平台的公信力也
是一种伤害。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
创新，短视频平台也要自觉承担起相应
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这才是在竞争
激烈的“流量时代”生存并发展壮大的

必由之路。
监管部门也要加强对侵权行为的打

击力度，加大力度整治短视频侵犯知识产
权乱象，加强对短视频平台的监管，督促
平台履行好管理责任，倒逼自媒体、网络
平台提高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尊重他人
的知识产权。

通过多措并举，各方联动，加强行
业 规 范 管 理 ，破 解 短 视 频 侵 权 难 题 ，
才 有 利 于 保 护 好 知 识 产 权 ，推 动 行 业
健 康 发 展 ，更 好 丰 富 人 们 的 精 神 文 化
生活。

（据《云南日报》）

短视频行业不应成侵权重灾区

近日，北京市三帆中学写给学生的
公开信，在网上火了。据报道，因为疫情，
该校有学生被集中隔离或居家学习，考虑
到有的孩子可能有担忧恐慌情绪，校方给
学生致信《努力面对每一场大风》，引导和
鼓励学生正视疫情、正视人生，饱含温度
的语言尽显对学生的爱护。有网友看罢

“在地铁上流泪”；有网友表示，这是写给
孩子们的，也是写给我们每一个成年人
的。

“ 如 果 被 确 诊 ，这 并 不 是 你 的 错 ”
“ 即 使 狂 风 大 作 ，也 要 努 力 不 被 吹 倒 ；
如 果 暂 时被吹倒了，也没有关系”……
这篇公开信妙语连珠，网友评价这才是
跟学生对话的最好方式：方式得体，内容
走心。校方不仅想到了孩子们可能存
在 恐 慌 情 绪 ，还 通 过 清 晰 的 逻 辑 和 温
暖 的 文 字 说 明 了 为 什 么 要 正 视 疫 情 、
如 何 正 视 疫 情 ，以 及 面 对 变 故 该 如 何
自处。

这封公开信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
为无意中也解答了当下很多成年人的困
惑，为正确认知疫情和人生提供了令人
信服的指导。疫情暴发以来，很多人的
工作和生活都受到极大影响。不少地方
也曾向市民发出公开信和告知书，令人
遗憾的是，或专业术语太多，或公文味太
浓，或措辞简单生硬，公众读罢难免有些
隔阂甚至感到不舒服，引导效果自然打
折扣。

对政府部门来说，固然要把主要精
力用在抗击疫情上，但和市民的沟通以及
市民的心理建设，同样是一篇需要做好的
大文章。三帆中学的公开信，更注重“向
谁说”，而不是“谁来说”；没有“你必须如
何”的生硬言辞，满是“我们应该怎样”的
温暖而周到的体谅。被理解而不是被教
育，被认可而不是被许可，或许正是这份
公开信的魅力所在。

（据《北京晚报》）

本硕学历均毕业于名校，年龄在 20
岁至 30 岁之间，精通两三门语言，考取
了各种证书，部分人还是海归……这不
是互联网大厂在显摆员工队伍，而是一
些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家政服务人员的
信息。家政行业已经那么“卷”了吗？
据《法治日报》报道，她们中大多数是在

“高学历家政阿姨”的头衔下，做着教辅
的工作。以“家政”“成长陪伴师”等对
外宣传，主要任务还是辅导孩子功课。
之所以“卷入”家政，是为了避免被封禁
查处。

为了唱一出挂羊头卖狗肉的戏，也
真是难为这些教培公司了。不可否认
的是，一些地方出现了学科类培训转
入地下、换个“马甲”逃避监管等隐形
变异问题，也确实有一部分年轻高学
历人员在家政服务的旗号下，做着家
庭教师的工作。以家政之名行家教之

实，消减了“双减”政策，给雇主家庭增
加了经济负担，也进一步推动了教育
焦虑。

任由这种名为家政的高价家教存
在，势必会消解教育制度的严肃性，影响
教育主管部门的公信力。如果不加以严
查严管，堵住漏洞，对经济条件较差的家
庭是更大且更隐蔽的不公平。去年 9
月，教育部已经印发《关于坚决查处变相
违 规 开 展 学 科 类 校 外 培 训 问 题 的 通
知》。其中提出，以咨询、文化传播、“家
政服务”“住家教师”“众筹私教”等名义
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应依法依规予以
查处。面对隐形家教市场，教育、市场部
门以及社交平台都要强化监管能力、创
新监管方式，对隐形变异违规培训行为，
加大执法力度，坚决防止变异违规培训
行为蔓延。

（据《北京晚报》）

严防家教换上家政马甲

日前，有这样一种“生意”被曝光：
一些人打着“前沿美发”等幌子，实则在
被剪发者未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拍摄、销
售迎合小众癖好的“剃头”视频，将女生
后脑剃光，甚至售卖剪下的头发，以此牟
利。据澎湃新闻报道，一些女生在“发友
圈”被骗后，维权时却发现了一条可能已
存在十余年的地下产业链。

对于常人难以理解的这类行为，爱
好者却有一个说法：这是一种特殊癖好，
他们就是爱给女生剃发，或是观看这类
视频。但在这种“小众癖好”说辞后面的
很多行为，都已经越界了。

比如，以“招发模”的名义诱骗女
生，从民事纠纷的角度，这就是一种合同
欺诈。而头发向来就是“衣冠仪表”的一
部分，将人刻意剃光也有丑化形象之嫌，
而擅自售卖这种视频更已涉嫌逾越法律
底线。

民法典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
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
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这些行为已经有侵害肖像权
的嫌疑。

更遑论有些视频里涉嫌对女性的
侮辱、猥亵，甚至密闭空间里对女性的胁
迫，这更是进入了刑法的范畴。刑法规
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
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

因此，这些行为已经不能用特殊癖
好去掩饰了，而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
题。应对这条地下产业链进行排查，并
根据相关线索，对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
依法严厉打击。

（据《新京报》）

骗女生剃光后脑 这种“特殊癖好”违法了

用暖心文字替孩子“挡风”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对传统生产方式变革具有重
大影响。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既能提升生产效率，也能提高产品
质量，有助于为企业迈向产业中高端打开新空间。

点 评：

数据显示，这十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生产效率
平均提高 48%，产品研制周期平均缩短 38%，产品不良率平
均降低 35%。因此，数字经济完全能成为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的支点。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
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
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能
更好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据《人民日报》）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面向中小学生违规竞赛问题查
处情况的通报。“奥林匹克英语大赛”“希望数学”“JEA
China”等“榜上有名”。

点 评：

据通报，以此为名头或发起的相关竞赛活动违反了
《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已被依法依
规取缔。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违规竞赛的监管和惩
处，尤其是警惕其花式变相操作。监督学校严守相关规
矩，不发生将竞赛成绩变相作为录取重要因素的行为。而
从更长远来看，则需要我们加快探索并形成多元化的人才
评价体系，推动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质量均衡，从根本上
消除人们的竞赛需求，修正社会过高的“竞赛偏好”。让竞
赛回归兴趣爱好的属性，让家长不再盲目焦虑，让孩子实
现真正的减负和从容健康全面的成长。（据《光明日报》）

最新修订的铁路客运新规，对儿童票、“霸座”等近年
来公众密切关注的社会热点话题给予了积极回应。在此
之前，每当有“霸座”事件发生，最后的处理结果往往难以
让公众满意。很多“霸座者”面对被“霸座”乘客，以及周围
乘客乃至列车工作人员的指责和质疑，要么强词夺理为自
己狡辩，甚至不惜装病；要么就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
的架势，坚决不让出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座位。

点 评：

“霸座者”的行径，不但破坏了社会秩序，还会给某些
潜在的不遵守规则者留下这么一个印象，那就是“霸座”
以后，也不用承担什么后果。一些“霸座者”在事后受到
了一定惩戒，比如多少天内禁止乘坐高铁动车等等。但
是，在当事人“霸座”行为发生的时候，这种丑陋行径没有
受到有效制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通过自己蛮横无理
的行为，达到了霸占别人座位的目的。这些乘客不守规
矩、不讲公德，但是我们不能束手无策。伴随着铁路客运
新规的出台，这一情况有望改变。再有人强行“霸座”，可
以及时报警，而不是任由其“霸座”，继续侵害其他乘客的
合法权益。 （据《湖北日报》）

积分制管理起初是用在对企业员工的管理中。用积
分（奖分和扣分）对人的能力和综合表现进行全方位量化
考核，然后再把各种福利及待遇与积分挂钩，积分高的员
工可以得到更多、更好的福利待遇，从而达到激励人的主
观能动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的目的。

点 评：

如今，积分制已经广泛用于各种社会管理领域。垃圾
分类积分制，让分类意识和积极性更高，主动参与性更强，
分类更科学更彻底，最大程度地减低了垃圾量，促进了人
居环境的改善和生态环境的良好发展。碳积分制度有利
于双碳目标的实现，有效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促进绿色
革命，既促进企业推行技术革新，增强 其“绿色竞争力”，
也促使个人选择绿色出行，绿色生活。

积分制中的每一积分都是点点滴滴的进步换来的，每
一分都是正能量的体现，通过正向积累，汇成正能量的海
洋，促动社会的正向管理，正向发展。愿积分制在现代社
会涌现更多的创新实践，激发更多社会正能量。积分虽
小，大有可为。 （据《北京青年报》）

期待新规 让“霸座”不再有

让小积分激发大能量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当深度融合

中小学竞赛仍需“清热降火”

“从 2023 年起，不再发放《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
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和《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取
消就业报到证补办、改派手续，不再将就业报到证作为办
理高校毕业生招聘录用、落户、档案接收转递等手续的必
需材料。”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 2023 届全国普通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重申简化优化高校毕业
生求职就业手续。

点 评：

取消就业报到证，缘何赢得舆论场的普遍叫好声？概
因这是“历史遗留”的产物。具体讲，就业报到证已施行 20
年有余，其前身为“派遣报到证”，是依据就业包分派体系
设定的规章制度，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随着就业市
场越来越自由宽广，其功能已经大幅降低。

高校毕业生就业，一头连着民生保障、社会治理，一头
连着经济运行、企业发展。写好青年就业大文章，需相关
政策做“加法”，繁琐手续做“减法”，如此，就业效果才能释
放“乘法”效应。这就要求各地加紧制定取消报到证的工
作方案，完成好相关程序的衔接，助力毕业生顺利完成就
业路程的“最后一公里”。 （据《南方日报》）

取消就业报到证 顺时势合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