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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有的地方违规占地挖湖造景；有的地方

在公路两侧占用耕地建设超标准绿化带。读者来

信版征集监督报道线索，欢迎读者提供相关线索。

信箱：rmrbdzlx@126.com 传真：（010）65368495

预 告

■■建议建议R

■■来信与访谈来信与访谈··关注青少年上网环境关注青少年上网环境（（下下））R

2020 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

境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

的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底，全国范围餐饮

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

近日，记者走访一些地方的餐饮企业，实地

了解这一要求的执行情况。

在海南省海口市，记者走访了名门广

场、日月广场等购物中心，发现这些地方的

饮品店、快餐店均不再提供塑料吸管，取而

代之的是纸质吸管。在友谊阳光城一家快

餐连锁店，记者点了一杯“椰子水饮”，店家

提供的就是一支纸质吸管。从记者实际使

用体验来看，纸质吸管有足够的厚度，不会

轻易弯折，饮用冷饮或常温饮料没问题。

但有不少消费者反映，喝热饮的时候，纸质

吸管体验不佳。

在 海 口 市 一 家 外 贸 公 司 工 作 的 符 女

士，隔几天就会点上一杯奶茶。她说，纸质

吸 管 在 热 饮 中 容 易 软 化 弯 曲 ，口 感 也 较

差。还有消费者表示，纸质吸管“有股纸浆

味，饮品中的小料有时也吸不上来”。

在上海市，一些餐饮连锁企业较早开始

布局，取消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吸管，转

而推广使用纸质吸管。但记者在走访中发

现，不少消费者对纸质吸管满意度不高。去

年年末到今年年初，长三角消保委联盟曾开

展了一次禁限塑新规消费侧专题调研，结果

显示，有 56%的受访者不愿意使用纸吸管。

有 的 商 家 在 使 用 一 段 时 间 的 纸 吸 管

后，出于消费者满意度的考虑，又恢复使用

塑料吸管，或是同时提供塑料、纸质两种吸

管。这种情况在规模较小的店铺中更容易

出现。

一位咖啡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部分

商家不愿使用可降解吸管，除了基于消费

者体验的考虑，成本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塑料吸管的替代品中，纸吸管价格相对

低廉，但成本也是塑料吸管的 3 倍左右。一

些使用体验更好的可降解吸管价格则更

高，大量使用会明显抬升运营成本。”这位

工作人员说，“我们店也在积极试用其他各

类可降解吸管，希望能在环保、消费者体验

和成本之间找到平衡点，也希望能有既环

保又实惠的选择。”

海南大学分析测试中心主任冯玉红认

为，要降低对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依赖，优

化可降解替代品的供给十分重要，“推广可

降解产品，难免有一个相对不适应的过程，

在加强引导的同时，还要在材质等各方面

持续改进”。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

长唐健盛说，调查表明，许多消费者愿意以

实际行动支持禁限塑，但需要着力进行产

品升级，提供体验更好的可降解产品，兼顾

环保要求和消费者体验。

纸吸管，环保与体验如何兼顾
本报记者 季觉苏 朱荣鹏

2020 年 8 月 31 日，本报“读者来信”版刊登《农村公厕

被闲置》一文，反映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周营镇一处乡村公

厕长期闲置的问题，引起周营镇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经

多方沟通协调，公厕的水、电等设施已经完善，恢复开放。

村里还聘请了公厕专职管理员，制定了公厕管理规章制

度。周营镇还对全镇 20 个行政村的公厕开放投入使用情

况开展巡查，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河南沈丘县 谢辛凌 赵 旭 刘润琪

闲置公厕恢复使用

清明节临近，群众祭扫活动增加，要特别重视消防安全，做

好防火措施。应尽量选择植树、献花等无烟火祭扫方式，这样既

能寄托哀思，也更加安全。

林区、墓区管理单位应严格落实值班和巡查制度，配齐配足

消防器材，及时发现、处置火情。

重庆巴南区 赵正荣

清明祭扫谨记消防安全

清明节祭奠已故亲人，既是传统习俗，也是人之常情。但是

有些人盲目追求祭品档次、数量，造成铺张浪费。还有些人在祭

扫活动中焚烧大量用纸做成的“豪车”“别墅”等，以为如此就能

让去世的亲人享受富足的生活。

清明扫墓重在追思逝者生平、传承优秀品质，借此让优良家

教家风赓续绵延。祭扫中的攀比和迷信，显然背离这一初衷。

应大力提倡文明祭扫，推动移风易俗和社会文明进步。

山东济南市 马洪利

大力提倡文明祭扫

日前，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三条路与平安街、日照街交叉

口间的人行道上，笔者发现一段长约千米的盲道至少有十几处

严重破损（下图）。这给行经此处的盲人带来很大不便。希望相

关部门尽快修复。

黑龙江牡丹江市 直 言

盲道损坏应尽快修复

■■反馈反馈R

■■百姓关注百姓关注R

近几年，网上学习已
经成为青少年熟悉的学习
方式之一，但一部分平台
忽视社会责任，发布过多
与学习无关的内容，危害
广大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
护法明确规定：网络服务
提供者发现用户发布、传
播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内容的信息的，应当
立即停止传输相关信息，
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
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
录，并向网信、公安等部门
报告

许多读者认为，除了
严格监管，优化技术手段
排查过滤不良信息，还应
当着力提高青少年的网络
素养，增强信息检索、信息
甄别等能力

■■身边事身边事R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自 6月 1日起正式施行。

■增强网络素养

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加强

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宣传教育，培养和

提高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增强未成

年人科学、文明、安全、合理使用网络

的意识和能力

■生产有益内容

国家鼓励和支持有利于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的网络内容的创作与传播，鼓

励和支持专门以未成年人为服务对象、

适合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特点的网络技

术、产品、服务的研发、生产和使用

■加强监督检查

网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

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的监督检

查，依法惩处利用网络从事危害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为未成年人提

供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

■制止网络欺凌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通过网络

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对未成

年人实施侮辱、诽谤、威胁或者恶意损

害形象等网络欺凌行为

制图：张芳曼

“孩子在读初中，上网已经非常熟练。

他在网上听课、查资料，对学习有所帮助。

不过，现在网上信息良莠不齐，他没事就拿

着平板电脑，我很担心会受影响。”上海读者

宋冉在来信中述说了自己的担忧。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

深受互联网影响，网络对于他们塑造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据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

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2019 年全

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

示，有 46%的未成年网民曾在上网过程中遭

遇 过 炫 富 、色 情 、血 腥 暴 力 等 类 型 的 不 良

信息。

为青少年营造清朗的互联网环境，已经

成为全社会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课题。

部分在线教育平台
存在违规信息，使青少年
学习效果大打折扣

“去年疫情防控期间，孩子上课都改为

线上，互联网成了学习的刚需。不过，我发

现，在一些教辅平台上存在大量与学习无

关的广告，甚至有的还涉及色情、暴力、赌

博、诈骗等不良信息。”来自甘肃的读者张

磊说，近几年，在线教育快速发展，网上学

习已经成为青少年熟悉的学习方式之一，

但一部分平台忽视社会责任，发布过多与

学习无关的内容，危害广大青少年的身心

健康。

湖南衡阳市读者左亚斌曾给读初二的

孩子下载过一款作业辅导类手机程序。这

款程序看来与正常辅导程序没什么区别，

“课后习题解析”“模拟考试”等功能一应俱

全，但当左亚斌点开功能分区时却发现，手

机上一下子弹出好几条广告。“什么‘超值好

物’‘精彩游戏’等，都是推广游戏、视频和购

物网站的广告，跟学习没有一点关系。孩子

使用这样的手机程序，不光得不到有效辅

导 ，还 会 严 重 分 散 学 习 的 注 意 力 。”左 亚

斌说。

有些在线教育软件还开设了社交板块，

添加好友后可以分享文字和图片，功能类似

微信朋友圈。学生们常常在其中分享自己

的作文、板报、绘画作品等，还在评论区讨论

交流。然而，在一些平台，这项功能却被用

来传播低俗小说和色情图片。江西九江市

读者杨菲说，她的儿子曾使用过一款作文素

材软件，使用一段时间后才发现，在软件的

“作文素材分享区”中，竟然夹杂着一些低

俗的内容。“在作文素材中夹杂不良信息，肯

定是平台对内容的审核把关不严，但也不排

除有些平台故意利用不良信息吸引青少年

关 注 ，从 而 达 到 扩 大 流 量 、获 取 利 益 的 目

的。”杨菲说。

此外，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在一些门

户网站、视频网站开设的在线学习频道中，

存在不少娱乐综艺、恋爱技巧、网络游戏等

方面的内容。

一些网站推送信息
时没有区分用户，严重损
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除了网上学习，逛论坛、看视频、读新闻

等都是青少年上网时经常从事的活动。有

读者反映，有些网站或手机程序推送的信息

并没有区分用户，并不适合推荐给青少年浏

览；还有些网站在显著位置投放网络游戏广

告 ，或 是 软 色 情 广 告 等 ，也 不 适 合 青 少 年

群体。

河南卫辉市读者冯凯说：“现在搜索引

擎一般会推荐一些热门文章，其中有不少

是娱乐圈的花边新闻，或者骇人听闻的刑

事 案 件 ，未 成 年 人 并 不 适 合 浏 览 这 类 文

章。而且，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儿子还在

读高中，却被推送过相亲网站广告。”冯凯

认为，一些网络平台利用大数据算法推测

用户喜好，推送相应内容，固然能起到吸引

受众的效果，但这种做法还需要对用户进

行精准区分，“青少年的价值观尚未定型，

相比于迎合他们的喜好，更重要的是要提

供正确引导”。

安徽绩溪县读者张成龙曾在手机浏览

器推荐的“趣味视频”中，看到过一段近距

离射杀动物的短视频，“这对孩子来说，太

血腥、太残忍。网站设计者和运营方在设

计网页板块和投放内容时，应考虑到青少

年的身心健康需要，不宜青少年浏览的信

息不应在显著位置呈现，点击时也应当有

所提示”。

部分网站及常用工具的恶意弹窗也让

家长颇为担忧。山东临沂市读者曹柯蒙表

示，有的弹窗关闭按钮不明显，还设计了多

个“迷惑选项”，难以一键关闭，影响学生正

常学习上网；还有的弹窗推广低俗庸俗、导

向不良、格调不高的小说、游戏等，甚至故意

诱导青少年点击淫秽色情、赌博诈骗等有害

页面。面对弹窗广告骗局，青少年自制力相

对较差，又缺乏社会经验，很容易让不法分

子有机可乘。近年来，青少年看到弹窗广告

后被骗的新闻屡屡见诸媒体。

广告法明确规定，利用互联网发布、发

送广告，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在互

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

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湖北宜昌

市读者张力文认为，对那些利用弹窗广告骗

取钱财的行为，应依法坚决惩处，还应增强

对违法弹窗广告的处罚力度，形成震慑。

既要大力治理有害
信息，也要着力提高青少
年的网络素养

为 清 理 各 类 网 络 平 台 的 低 俗 有 害 信

息，相关部门已采取了不少措施。如全国

“ 扫 黄 打 非 ”办 开 展 的“ 护 苗 2020”专 项 行

动，在 2020 年上半年，共查删处置了淫秽色

情、恐怖暴力、低俗恶俗等不良信息 603 万

余条。同年 8 月，教育部等 6 部门联合开展

了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治理行动，重点

整治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沉迷网络游

戏、低俗有害信息、不良网络文化等突出问

题。专项治理期间，共计取消违法网站许

可或备案、关闭违法网站 13942 家，关闭各

类违法违规账号 578 万个，排查未成年人网

课平台 1.3 万余家，查删各类违法违规信息

165 万余条。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了相关

部门、学校、网络服务提供者等各方主体对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应承担的责任，其中规

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用户发布、传播含

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信息的，应

当立即停止传输相关信息，采取删除、屏蔽、

断开链接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

网信、公安等部门报告”。许多读者提出，在

线教育平台和各类网站，应当充分尽到内容

审核把关的责任，及时阻止不良信息的发布

和传播。

打 造 清 朗 的 网 络 环 境 ，不 只 是 为 了 帮

助青少年远离不良信息的危害，更是要帮

助他们掌握好互联网工具，不断认识世界、

提升自我。辽宁锦州市读者朱启航来信表

示，网络平台和互联网企业具备技术优势，

应当鼓励他们研发适合青少年使用的网络

产品，使用信息技术过滤不良信息。有些

网络浏览器推出青少年模式，没有搜索栏

和 搜 索 引 擎 ，只 能 浏 览 默 认 的 特 定 网 站 。

朱启航认为，这种模式固然起到了一定保

护作用，但这也让青少年失去了接触海量

有益信息的机会，使他们失去上网学习的

乐趣。

在持续优化技术，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

精准排查过滤不良信息的同时，还应当着力

提高青少年的网络素养，增强信息检索、信

息甄别等能力。河南开封市读者胡思强建

议将网络素养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不

断完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家长及其他监

护人也要提升网络素养，让自身能够肩负起

引导青少年正确用网的责任”。

为青少年营造清朗的互联网环境
本报记者 沈童睿

■■建议建议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