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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平台经济大省”浙
江的11个省级部门联合发布《网络
交易平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清单》，
为企业提供了明责、履责的指引。

澎湃新闻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
到，《责任清单》由该局会同10个部
门编制，进一步分领域、行业厘清平
台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平台经济
规范健康发展。

据介绍，《责任清单》梳理了平台

的通用责任以及直播营销、食品交易
及餐饮服务、旅游服务、化妆品网络交
易、医疗器械网络交易、药品网络交易
6类平台的责任。在共性责任方面，
重点围绕平台主体经营资格、用户管
理、信息公示、平台管理、反不正当竞
争、安全保障、协助监管等梳理出28个
环节141条一般性主体责任及义务。

在特殊性规范要求上，清单从
浙江平台经济的发展模式、监管实

践和治理需求出发，围绕平台交易
涉及的28个环节梳理出130条责任
事项。其中，直播营销平台的入驻
审核、账号管理、主播黑名单管理，
食品交易及餐饮服务平台的网络食
品销售备案、信息保存、规则公示，
旅游服务平台的投保责任险、旅游
合同签订、投诉举报机制，药品交易
平台的入驻核验、资质审查等事项
均一一明确。 来源：澎湃新闻

浙江发布平台企业责任清单
直播、餐饮等平台要管啥一一明确

外形酷似萝卜的塑料玩具“萝
卜刀”成为中小学生的新宠，但一些
商家在营销中使用“看我刀了你”，

“看谁不爽就刀一下”等含暴力色彩
的话术。江苏省消保委 10 月 18 日
发文称，“萝卜刀”本身不可怕，但要
摒弃含有暴力内容的不良广告宣
传，对孩子进行正确引导。

澎湃新闻搜索电商平台发现，
部分商家在“萝卜刀”的宣传视频中

使用“看谁不爽就刀一下”“咔咔咔，
看我刀了你”等话术，还有的将类似
文字当卖点印在包装上。一些家长
担心这种宣传会产生不良暗示，孩
子会拿“萝卜刀”做出捅、砍、刺等动
作，也可能会激发暴力倾向。

江苏省消保委认为，“萝卜刀”
的主要消费者是青少年，不乏低龄
段的孩子。作为玩具制造商和销售
商，商家应检查“萝卜刀”是否符合

相关标准，并避免在宣传中存在不
良暗示，“看谁不爽就刀一下”等表
述应及时改正；电商平台作为销售
平台应把好关，避免不良引导内容
扩散；监管部门应重点检查商家是
否证照齐全，是否销售“三无”产
品、低俗或暴力包装产品，是否落
实进货查验制度；学校和家长也
应注重培养孩子正确的价值观和
行为规范。 来源：澎湃新闻

江苏省消保委：

“萝卜刀”玩具广告应去除暴力等不良暗示

10月18日，老师在指导学生
制作美食。

当日，合肥市六安路小学翠微
分校开设“当桂花蜜遇见美食”主
题劳动实践课程，让学生在劳动实
践中增长知识。近年来，该校开发
特色校本劳动课程，开展多样态的
劳动体验活动，促进孩子们健康成
长、全面发展。 新华社 发

合肥：劳动实践伴成长

新华网合肥 10 月 19 日电 记
者 10 月 17 日从安徽省人民政府新
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安徽今年
以行政村为单位，建设200个和美乡
村精品示范村，塑造彰显徽风皖韵
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风貌。

每年建设 200 个精品示范村，
到 2027 年建设 1000 个以上精品示
范村；在已建的7395个省级和美乡
村中心村基础上，每年再建设 800
个，到2027年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
总数超过1万个。这是近日安徽省
出台的《关于实施“千村引领、万村
升级”工程 加快建设彰显徽风皖
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意见》中
提到的。

据了解，加快建设彰显徽风皖
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安徽省
委、省政府推进安徽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一号工程。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厅长汪学军表示，创建精品示范村
秉持“先规划后建设、无规划不建
设”要求，推动村庄布局、村庄建设、
产业发展等规划在村域层面实现

“多规合一”。
记者了解到，安徽创建精品示

范村是一项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工
程。具体来说，包括编制高质量全
域建设规划、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发
展乡村休闲旅游、培养乡村各类人
才、传承乡村特色文化、健全城乡公

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等多方面。
在财政支撑保障上，汪学军表

示，在保持原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美丽乡村建设等投入不变的基础
上，安徽省级财政将下达新增地方
政府一般债券不少于20亿元支持各
地开展和美乡村建设，各地在省级
下达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
内，按照平均每村1000万元的标准
支持精品示范村建设。

同时，鼓励社会资本以村企共
建、捐资助建等多种方式投入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鼓励各地结合
实际设立乡村振兴基金、成立乡村
振兴投资公司，吸引更多社会资本
参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安徽：今年建设200个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

新华社上海 10 月 18 日电
带着对宝岛台湾的好奇心，几位
学生合作设计了一份“研学计
划”——结伴“游览”太鲁阁、
日月潭，“品尝”夜市美食，“体
验”当地学校艺术课程，“跳起”
欢快的台湾少数民族舞蹈……

17 日，上海市普陀区万里
城实验学校的学生们以校园情景
剧方式完成了这次特殊的“研
学”。《我的“宝岛游记”》不仅
展示了学子们对台湾人文历史的
主 动 探 究 和 深 层 思 考 ， 也 为
2023 年上海普陀区涉台教育月
主题活动拉开帷幕。

据介绍，普陀区人民政府台
湾事务办公室和普陀区教育局联
合打造“两岸同源中华情”涉台
教育“百课进百校”活动品牌，
利用课堂和课外实践，以学科教
育为依托，探索将涉台教育内容
融入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
法治、地理等课程，让学生在学
习中深化“两岸同源”认知。

17 日 发 布 的 “ 百 课 进 百
校”课题清单包括小学数学课

《面积的估测》、初中语文课《乡
愁的呼唤，诗意的归途》、初中
地理课《图说台湾》、高中历史
课《文物南迁与两岸文化认同》
以及劳动课程“台湾点心凤梨酥
制作”等优秀教案。

普陀区台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除了把示范课送进校园，还
将开展涉台教育研学、手绘小报、
知识竞赛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增
进青少年学子对台湾的了解，增
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
祖国统一大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作为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最活
跃的城市之一，上海近年来积极
探索涉台教育进校园。崇明区城
桥中学邀请台湾知名词作家庄奴
先生之子黄浩然登上讲台，让同
学们感受经典音乐作品背后的爱
国情操和思乡情怀；普陀区金洲
小学开展“我和台湾有个约会”
主题班会，帮助孩子们了解台湾
历史和风土人情；松江区举办

“祖国在我心中”云汇演，鼓励
两岸学子自编自导自演，通过歌
舞、合唱、朗诵等形式表达对

“两岸一家亲”的深切认同……
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

公室副主任王立新表示，探索新
形势下涉台教育创新，设计更
多、更优秀、更易被接受的涉台
教育课程，有助于帮助青少年巩
固“两岸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
共识，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
之行，为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上海青少年学子
感知“两岸同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