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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锐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

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和重要着力点。”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

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

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

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

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我们

牢牢把握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

动力，全面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切实推

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

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聚焦整合“创新资源”。新质生产

力代表一种生产力的跃迁，必将影响整

个人类社会进程。随着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推进，国际间日趋激

烈的竞争逐步演变为对创新资源整合

力的竞争。要不断加强科技创新特别

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找准方向

和路径，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坚持以科技研发、智力创新为牵引，围

绕科技创新平台、创新创造支撑、创新

成果转化、创新生态建设等各方面精准

发力，不断增强“虹吸效应”，最大限度

集聚各类创新资源，以真正的科技“自

立自强”，开辟出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

造出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打造以新质生

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聚焦布局“战略产业”。在当前时

代背景下，谁引领了时代趋势，谁就掌

握了发展大势；谁抓住了战略产业，谁

就把握了战略主动。新质生产力涵盖

培育发展新产业的各领域、各方面，要

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与具体产业和

产业链深度融合，不断拓宽应用场景，

进一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

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构建

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围绕“强国”建设，科学

布局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积极培育新

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

略性产业，不断强化技术策源、研发载

体、转化孵化支持，着力打造一批科技

领军企业和先进产业集群，以“科技新”

促“产业兴”，以“先一步”换“步步先”。

聚焦培育“关键人才”。人才是企

业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第一要素，国家

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源泉

在人才。要牢固树立“人才第一资源”

理念，坚持长远眼光，推动教育、科技、

产业、人才布局一体落实，强化引育“双

轮驱动”，既外招“精兵”，又内育“良

将”，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

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

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打造大批一流

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要建立健

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制度体系，建

优建强人才“引育用留”全链条，不断提

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为人才提供

国际一流的创新平台，加快形成战略支

点和雁阵格局，推动战略科技力量和高

水平人才队伍走在前列。

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
陶鹏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安全意识

的提升，智能摄像头、智能门锁、智能

猫眼等被大量运用。然而，这些设备

被安装在自己家门上或门口时，拍摄

范围很可能覆盖到邻居家门口，因此

被质疑侵犯隐私权的情况屡有发生。

据《法治日报》报道，近日北京市民

俞先生反映，隔壁邻居为了避免放在家

门口的快递被偷，在门边上安装了一个

摄像头，由于两家紧挨着，该摄像头同

时覆盖了两家门口。出入都被摄像头

拍了进去，俞先生感觉自己的隐私受到

侵犯，“沟通了好多次，后来我都急眼

了，对方才勉强同意撤下摄像头”。

尽管很多人在家门口安装摄像头

的初衷系出于保护自身安全，并无意

窥探他人隐私，但是摄像头等所具有

的录像和存储视频的功能，会拍摄到

他人隐私及行踪信息。不妨换位思

考，如果我们每天进出家门、接待访

客、拿取外卖时都被别人的摄像头

“盯着”，心里难免

不舒服。

近年来我们常

说一个词叫“边界

感”。每个人都是

独立的个体，我们

都需要私人空间，

空间的“打破”就意

味着边界的逾越。

就好比公共场所公

放，打破了我们在

公共场所需要的感

官私人空间；好朋友无时无刻地找你

抱怨，打破了你在个人关系里的私人

空间。而他人对准自家家门口的摄像

头，则打破了家庭生活的私人空间。

而且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自然人享

有隐私权，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

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等私密空

间。摄像头“覆盖”邻居家，显然也有

违法之嫌。

追求家门口的安全感与维护他人

隐私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好

“边界感”。比如安装摄像头时调整角

度，再比如适当对镜头予以遮挡，将拍

摄范围严格限定在自家门口。懂得尊

重他人隐私，保持合理的“边界感”，才

会让摄像头成为守护家园的守护者，

而不是侵犯隐私的窥探者。

家用摄像头切莫侵害邻居权益
陈庚

近日，一则有关“上班恶心穿搭”

的话题冲上网络热搜榜首，引起网友

的关注和热议。

事情起因是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

上传了自己穿搭视频，声称自己的穿

着并不过分，却遭到了领导的批评并

被指责为“穿得恶心”。视频发布后，

许多年轻人也纷纷跟风，拿出“压箱

底”的丑衣服、旧衣服，甚至总结出“恶

心穿搭”发上网互相比拼——翠绿色

马甲搭粉色毛衣、肉色的绒裤直接外

穿、东北花棉袄闪亮登场……一些年

轻人晒出的穿搭，因为过于不修边幅，

被网友戏谑为“在办公室已经没有在

乎的人了”。

对于这一做法，网友的观点截然

不同。有人认为，公司领导过于苛刻，

应该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而另一些

人则认为，作为一名职员，应该遵守公

司的规定，以维护职业形象。

细想起来，穿搭是不是“恶心”，其

实是个非常主观的。这就像有人觉得

正装配运动鞋、凉鞋配短袜等就是“恶

心”，但在有些人眼里，这却是时尚的表

达。可见，所谓的“恶心”，不过是审美

差异的体现。其实，年轻人穿“丑衣服”

上班，反映出的是一种轻松随意的职场

心态。而且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

多，比如通勤时间受限让许多年轻人顾

不上花时间精致打扮；再比如有人认为

早早起床化妆打扮，结果一整天对着电

脑，最多和身边三五同事打交道，不如

把时间放在睡觉上。

当然，不同工作场景有不同穿搭

讲究，不同单位也会有不同着装要

求。但总的说来，只要员工穿着得体、

工作态度端正、不对他人造成影响，又

不涉及原则问题，就不必上纲上线。

对“上班恶心穿搭”还要轻松看待
吴坤

近日，苏州互联网法庭审理了一起因

测评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

本案中，一测评博主未购买、体验带货

博主的商品，却在测评视频中发表测评言

论，声称“大网红卖货为什么如此没有底

线”等，视频中还包含了带货博主肖像，以

及侮辱性语言等否定性评价，被告上法

庭。法院判决认定侵权，要求被告公开赔

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2.3万元。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网络购物、评

价购物体验成为常态，并衍生出了以“探店

打卡”“商品测评”为卖点的博主。测评博

主本应通过对产品的测试、比较、体验，向

消费者说明产品性能、质量、优劣，不但能

为消费者提供合理、客观的消费指引，也有

助于倒逼商家诚信经营。但在“流量密码”

的驱使下，部分测评博主为吸引流量或促

进带货合作，发表与事实不符、过分夸大、

故意贬损的评价却也屡见不鲜，由此引发

了不少纠纷。

从本质上看，此类恶意测评行为故

意制造虚假评价，不仅侵害商家财产利

益，也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显然属于违

法行为。治理打击恶意测评行为，一方

面需要平台方进一步加强对测评类内容

的审核和管理，建立更为严格的监管机

制，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另一方

面，也要加大对恶意测评者的惩戒力度，

除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还可将其列入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斩断其不当得利的

利益链条。当然，公众也应提高自身的

辨别能力，审慎判断测评信息的真实性

和可靠性。

此次“恶评测评”被判赔，再一次给广

大博主敲响了警钟——在追求流量的同

时，切莫突破底线，否则必然是“吃不了兜

着走”，最终落得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

下场。

“恶评”被判赔敲响警钟
韩升

■ 适老化服务不该是“特殊关照”
本报3月5日刊发《让老年人就医环境更

安全友善》一文，报道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二
次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丁梅建议全面提升公
立医疗机构适老水平。目前一些医院缺少适
老化服务设施，互联网时代老年人就医存在
“数字鸿沟”，建议鼓励医疗机构加大对老年
患者的智慧医疗投入，对老年患者适用的诊
疗过程、应急预案等加以全程管理，探索设立
老年服务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务。

点评：随着社会日渐老龄化，适老化服务

不该再被“特殊关照”的标签束缚，其面对的

恰恰是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普遍性需求。对就

医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不该止于个别医院、

个别地区，需要的是全行业以及顶层设计的

推进。

■ 供需矛盾带来的压力并非无解
中国消费者协会官方网站2月26日发布

《2024年春节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对相关
消费维权情况进行网络大数据舆情分析。中
消协收集到的136万余条消费维权吐槽类信息
主要集中于交通出行、景区旅游等方面，其中
三亚返程机票价格陷入争议、K225次列车多名
旅客长沙站没乘上车、美甲行业隐性消费等热
点被提及。中消协建议，完善多部门协同长效
管理机制、于细节处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引导
建立健全应对有力的处置回应机制。

点评：如果从业者和管理者继续傲慢地

“视而不见”、懒惰地“原地踏步”，那么供需矛

盾带来的压力永远无解，“泼天的富贵”也不

可能接得住。

■ 用陪伴打赢这场“手机争夺战”
《中国青年报》3月1日发布《和孩子的

“手机争夺战”如何平息》一文，报道刚刚过去
的寒假里，很多孩子通过刷手机消磨时间，然
而家长给出去的手机想要回来往往会“鸡飞
狗跳”。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成果指出，儿童
每天“盯”屏幕超一小时，心理健康风险会大
增。让孩子不再迷恋手机，最根本的解决办
法是家长自己作出改变。家长首先要克制自
己玩手机的欲望，让自己成为孩子效仿的榜
样；同时要给孩子立规则并严格执行；最重要
的是给孩子找到手机的“替代品”，陪孩子一
起运动、游戏。

点评：“甘蔗没有两头甜”，家长不能一边

指望手机充当“带娃神器”，一边责怪孩子沉

迷于手机。言传不如身教，在家长的陪伴面

前，手机不是对手。 本组点评 杨薇
评论版邮箱：jwbplb@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