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网络世界网络世界 责编：王丕屹 李雪钦 邮箱：lixueqin@haiwainet.cn

2023年2月20日 星期一

网上中国

“中国制造”销海外

前几年，有中国游客到国外旅游时会顺便购买电饭
煲。如今，同类商品国产品牌的质量已大大提升。中国的
家电企业纷纷推出电饭煲的高端产品远销海外。小小电
饭煲的变化，是中国制造提质升级的一个缩影，折射出建
设质量强国的铿锵步伐。

以“新国货”为代表的消费品牌不断涌现。抖音电
商日前发布的 《2022 抖音电商国货发展年度报告》 显
示，2022 年抖音电商上的国货品牌销量同比增长 110%，
其中老字号品牌销量同比增长156%，新锐品牌销量同比
增长84%。

专家认为，包含新国货在内的各类品牌，已经成为中

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的重要引擎。随着消费者物质需求
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高品质、高附加值、高技术的商
品需求明显增多。

在互联网平台助推产品质量升级的同时，还有一些行
业规范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例如，有网友通过某电商直
播平台购物，在收货时遇到产品“以次充好”的骗局，想要
维权却遭到商家的推诿。

专家认为，在平台企业提供服务与产品过程中，相关
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消费者权益。推动平台经济规

范健康持续发展，需要健全完善规则制度，及时弥补规则
空白和漏洞，并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实现全链条监管。

2022 年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进一
步提高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行动方案（2022—2025年）》，
提出督促平台企业强化平台销售和直播带货产品的质量
管控和追溯，依法承担商品和服务质量保证、食品安全保
障等责任，切实维护用户个人信息权益及隐私权。专家认
为，这将有利于提升平台企业的发展质量，进一步激发数
字经济的内生活力。

无忧售后更安心

网络订餐日趋红火，与此相伴而生的问题也开始显
现。当消费者在权益遭受损害时，时常会因为难以确定外
卖平台是否应对此承担责任而陷入迷茫。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明
确规定电商平台应承担责任，把好网购食品安全关；“黑作
坊”食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都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有专家认为，实行网购食品电商平台承担赔偿责任制
度意义重大，有利于加强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监管，不让网
络订餐平台成为“黑暗料理”的避风港，让消费者大胆消
费、放心消费，促进网购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对于外卖平台而言，加强自身合法合规经营也是应有
之义。为扎实推进食品安全放心工程建设，稳步提升餐饮
业质量安全水平，外卖平台升级原有食品安全保障措施，
整合放心商家、安心食材、明厨亮灶、密封配送、准时送达、
无忧售后等多项标准形成服务标准体系，旨在为消费者营
造更加放心安全的消费环境，进而提振消费信心，助力餐
饮行业全面复苏。

在一家外卖平台负责客户服务的刘伟正认为，商户使
用的食材应从商场、超市、电商平台、农贸市场等正规渠道
购买，并保留至少 30 天的发票、收据、进货清单等购买凭
证，其中，肉类还应索取检验检疫合格证明，确保食品来源
可追溯。食材质量应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进口食材
应具备出入境检验检疫证书。

常态监测不可少

强化网络平台销售商品质量监管，中国一直在行动。
国家网信办、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2
年3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营利行为促进行业
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强网络直播销售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网络直播发布者、网络直播服务机构严禁利用网络
直播平台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不得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直
播带货委托方或其他第三方存在违法违规或高风险行为
的情况下，仍为其推广、引流；不得通过造谣、虚假营销宣
传、自我打赏等方式吸引流量、炒作热度，诱导消费者打赏
和购买商品。

各地政府也在持续响应。广东省市场监管局曾约谈
十余家电商平台，并在督促各电商平台开展网售产品质量
安全自查整治的基础上，发布实施《网络交易平台产品质
量信息展示管控规范》团体标准。该标准解决网售产品普
遍存在的厂名厂址、产品标准、商标、生产许可等基础性产
品信息展示不规范不健全等问题，指引电商平台经营者更
好履行产品质量安全监督和保护消费者权益职责，更好促
进网络交易持续健康有序发展，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操
作性。

此外，在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统筹
协调网络市场监管工作，强化常态化数据检测，坚持网监
专员每日进行网上监测，重点加强对辖区内网站、网店、微
店、直播带货等网络交易与广告宣传行为的监测、监管。

优化产品服务，创新消费场景，提振市场信心

质量过关网购才能红火
本报记者 杨俊峰

方便快捷、价格优惠、种类丰富……

以网络购物、直播带货、在线外卖等为代

表的数字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成为社会

大众特别是年轻人喜爱的消费方式。如

何进一步规范网络购物秩序，提高网售

商品及服务质量，成为许多消费者关注

的话题。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质

量强国建设纲要》，提出“促进网络购物、

移动支付等新模式规范有序发展”“强化

网络平台销售商品质量监管，健全跨地

区跨行业监管协调联动机制，推进线上

线下一体化监管”。专家认为，《质量强

国建设纲要》的印发，意味着中国正实施

消费品质量提升行动，促进定制、体验、

智能、时尚等新型消费提质扩容，满足多

样化、多层级消费需求。

在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一小区内，外卖员将商品递给顾客。 邹竞一摄 （新华社发）

自我充电学本领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数字职业涌现出蓬
勃旺盛的活力，从事该职业的人员正积极提升数
字技能。在山东济南，机器人调试工作人员白坤
鹏转型成为一名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工作范围
从原先的调试机器人扩大到机器人技术调研、系
统测试、运维监测等多个方面。机器人工程技术
员是数字经济的一个新岗位，它要求员工技能更
全面、操作更熟练，为此，白坤鹏所在的企业为60
余名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额外设置了培训课，保
障技术员顺利完成工作任务。

有人参加公司课程提升技能，也有人工作之
余“自我充电”、实现能力“飞跃”。在中国电信江
西公司工作的龚小勇原本只是最基层的信息系
统维护员，工作十几年来，亲历一次又一次信息
技术升级换代，不断学习数字技术、了解数字产
业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最终成长为一名
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

包括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化解决方案
设计师在内，《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2022年版）》中标识为“数字职业”的共 97个，新
职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从业人员的数字技能，
助力国家数字人才建设，这些高水平数字人才将
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追逐梦想机会多

日常劳作、乡村美景、民宿美食……在短视
频平台上，以乡村生活为主题的视频受到欢迎，
出现不少“乡村网红”。村民拿起手机，拍摄日常
生活并上传网络，带火了土特产品销售，得到更
多发展机遇。

如今，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数字设备在农村
地区普及，但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技能仍然有很
大空间。专家建议，针对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人
群，可以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培养其利用数

字技术和设备致富的技能，引导企业、公益组织
等参与农民数字技能提升工作。

此外，学校教师、企业员工等不同社会群体
在学习其工作生活需要的相关技能，不少残障人
士也积极提升“数字本领”。浙江残疾姑娘郑芬
芳经过当地残联综合服务中心的授课和考试，成
功应聘互联网信息审核员岗位，开启了新职业新
生活。开网店、当主播、做电商客服、应聘数字化
相关职业……现在，越来越多的残障人士同平常
人一样从事数字化工作，主动融入并拥抱数字化
时代。

专家认为，创业与就业是残障人士融入社
会、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途径，随着数字经济新
业态、新模式发展，多种就业新形态不断涌现，加
强残障人士的数字技能培训，将会为他们追逐梦
想提供更多机会，也将促进残障人士更充分地享
受数字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

线上培训受欢迎

“线上职业培训平台有章节课程、视频课
程、文档课程，也有直播功能，使用后我们感
到上面的课程资源很丰富，呈现形式多样，非
常方便实用。”湖北三峡技师学院综合培训处程
老师说，学校近年利用线上平台对学员进行培
训，已取得较好的教学成果，参加职业技能培

训的学员很多是企业在岗员工，所以线上学习
的时间更为灵活。

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已成为提升劳动者职业
技能水平的重要途径。“平台创建的目的是为企
业、培训机构和院校服务，为广大劳动者学知识、
学技能提供高质量的内容资源，打开一个自主学
习、灵活学习的窗口。”中国职业培训在线相关负
责人说。

“数字人才对于各行各业转型升级意义重
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
成刚认为，通过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可以拓展
培训对象的范围，帮助劳动者群体学到新职业技
能，引领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向数字化、平台化方
向延伸拓展。

国家网信办日前公布《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
培训基地入选名单》，78 家单位入选，涵盖数字
生活、数字工作、数字学习、数字创新等类别。
业内人士认为，数字技能是指运用数字技术并
借助相关工具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开展数字
技能教育和培训，顺应了数字技术越来越普遍
的趋势，有助于推动产业数字化，让消费者享受
到更丰富的产品，体验更具针对性的数字化服
务。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较高，同时数字化深入
生产生活各个方面，提高数字技能就是增强人
们在数字社会的适应力和创造力，有利于共建
共享数字化成果。

课程资源丰富，学习时间灵活

数字技能“傍身”，就业增加“砝码”
本报记者 王晶玥

移动支付、网上预约、远程办公、

在线服务……数字技术为人们的工作

生活提质增效，也为社会提供更多就

业机会。如何跟上互联网发展步伐？

职场提升数字技能水平很有意义。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下司古镇，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左）在“产教
融合”基地学习直播技能。 蔡兴文摄 （人民图片）

本报北京电（记者李红梅） 中国
气象局日前向社会发布新版《基本气
象数据开放共享目录》（以下简称《目
录》），包含 12 类 52 种气象数据和产
品，较 2015 年的目录，大幅增加了国
产自主研发产品比例，中国气象局数
值预报模式数据、实况和再分析数据、
风云气象卫星数据等各行业需求最大
最迫切的高质量、高价值气象数据均
纳入其中。部分产品覆盖时间长度超
过40年，能够为气候变化相关研究提
供更有力的支撑。

这些气象数据近日上线，用户
可以通过中国气象数据网等多种方
式申请下载和使用。在获取数据的
同时，用户还将收到一份数据服务
码，相当于为每一位用户每一次数
据需求匹配的气象数据身份证，用
于保障数据的权威性和获取使用的
合法性。

中国气象局预报与网络司副司长
张洪政介绍，新版《目录》新增全球海
洋气象数据、实况分析和再分析产品
及台风海洋、强对流等天气预报产品
等。此次发布的是新版《目录》的第一
批数据和产品。

气象数据在支撑国家科技攻关、
支持行业协同发展、促进企业效益提
升、激发大众创新活力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2015年，中国气象局率先
发布了《基本气象资料和产品共享目
录》。7 年多来，累计支持各类项目
11639 项 ，其 中 国 家 重 大 科 研 项 目
6300 项，支撑取得的科技成果超过
4050项；累计向21个行业45.9万个注
册用户提供了 2055TB 的气象数据，
根据对 1839 个企业注册用户的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气象数据为这些企业
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效益累计超过14.2
亿元。

中国气象局12类数据对社会开放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内的冰雪元宇宙体验中心日前成为热门“打卡”
地。游客在这里可以一站式体验冰雪沉浸式互动娱乐、VR社交项目等，实
现从“看冰雪”到“玩冰雪”，从“冬季冰雪”到“四季冰雪”，助推冰雪经济新业
态。图为游客在冰雪元宇宙体验中心体验虚拟现实（VR）滑雪。

新华社记者 张 涛摄

VR助推冰雪经济新业态VR助推冰雪经济新业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