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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人拥抱“家门口的风景”

集思录

微 评

留住老地名中的历史文化
周丹平

平台不能成为
“好评返现”的帮凶

张 涛

“核检小程序”
蕴含便民大智慧

许君强

对“网络水军”要露头就打
贾梦宇

近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强调，要把历史文化传承
保护放在更重要位置，深入研究中国行政
区划设置历史经验，稳慎对待行政区划更
名，不随意更改老地名。（据新华社 6 月 22
日报道）

地名不只是一种称谓，一则基本的社会
公共信息，更是重要的文化形态和载体。小
到街巷里弄，大到行政区划，每一个地名背
后，或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或沉
淀着当地生产生活的印记，或记录着某种自
然地理特征和人文风貌。

地名中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禹贡》
所列“九州”州名中，冀、兖、青、徐、扬、荆，至
今仍在河北、山东、江苏、湖北沿用。翻看中
国地图，有着几百年乃至数千年历史的地名
数不胜数，邯郸、蓝田、张掖、临淄、洛阳……

穿越千百年的地名，不因朝代和政权的变迁
而割裂，记录着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民族
风情、地理形势，回荡着历史画卷中的风云
际会、天翻地覆，留存着诗词文赋中的金戈
铁马、柔美婉约，人与事、今与古，由一处处
老地名串联交织、情景交融，凝结成厚重的
历史文化信息，建构出独特而宝贵的文化
资源。

地名中有浓浓的乡愁和独特的记忆。比
起那些“大地方”，千万个王村、李庄、张湾、
于屯，乃至一些略显粗粝的地名，表面看起
来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实际上也留下了历史
变迁的痕迹，反映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风情，
彰显出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地域特征之美。一
个个村庄、一条条胡同、一片片池塘，往往成
为一代代“当地人”的文化原乡和精神寄托，
让无数在外的游子梦萦魂牵。

一个名字就是一段故事。在历史悠久、
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各式各样的老地名
是历史的见证、文化的记忆，沉淀着历史的
深意，延续着文化的音符，蕴含着一个国家
和民族的传统基因和文化密码。

地名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是鲜明的历
史坐标。离开了这些坐标，历史的空间就无
法准确复原，国家民族和家族个人的记忆就
会断裂消失。珍惜老地名，是在传承历史文
化，更是在彰显文化自信。保持地名的延续
性，不随意更改老地名，才是具有历史价值
和战略眼光的做法。

这些年，不少地方因行政区划调整、城
乡布局改变而修改地名，其中有些合情合
理，为人们所接受，但一些地方的做法却为
人所诟病。老地名随着推土机的驶过而消
失，从天而降的新地名要么东施效颦、追求

“洋化”，尽显文化上的不自信，要么平庸化、
粗鄙化，缺少应有的历史定位和文化内涵。
这样的改名，增加了行政管理成本，给人们
工作、生活制造了许多不便，还更改了公众
记忆，甚至破坏了文化遗产，造成文化记忆

“断层”。
地名是载体，文化是灵魂。丰富的地名

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绝不应有
一丝轻慢。增强对历史文化的敬畏之心，以
尊重历史和尊重文化的态度对待老地名，从
珍惜资源的角度保护传承地名文化，我们才
能更好守护

“文化之根”，
在绵长的历
史记忆中，守
护好我们的
精神家园。

近日由北京日报与腾讯健
康、腾讯地图联合推出的“北京
核酸检测地图”微信小程序上
线。该小程序覆盖全市 3000余
个核酸采样点，各点位用绿、
黄、红、灰四种颜色，标出忙闲
状态，方便市民更合理地安排
检测时间。（据《北京日报》6月
26日报道）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核酸检测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
活的“标配”。现实当中，虽然一
些地方核酸采样点越来越多，
但许多人并不清楚具体位置，
更不知道核酸采样点的忙闲状
态，难以在最短时间完成核酸
检测。“核酸检测地图”既标明
了核酸采样点的位置，又让群
众对排队状态一目了然，解决

的是大家的现实“痛点”，被称
作“小神器”一点也不奇怪。

科技手段的“加持”，是抗
击疫情的重要保障。几年来，从
公共场所扫码亮码到“云”排
查、“云”登记，从地图大数据预
测人流趋势到智能平台帮助患
者就诊，诸多“利器”都为疫情
防控提供了助力。实践证明，把
科技手段运用好，不仅能构筑
起更加坚实的抗疫防线，还能
大大降低疫情对人们工作生活
造成的影响。最近气温持续升
高，核酸检测的过程能缩减一
分钟，群众的幸福感就会多一
点，扎堆聚集产生的风险也会
少一分。“核酸检测地图”里蕴
含着便民大智慧，这种做法和
思路，值得点赞，更值得推广。

商家答应给好评可返 10
元现金却只返了10元优惠券，
安徽蚌埠李女士觉得被欺骗，
找平台维权。平台客服人员表
示，平台不支持“好评返现”，不
过，如果商家有承诺，消费者可
以联系商家协商，协商不成，平
台会介入处理。近日，在平台
的介入下，李女士收到了10元
转账。（据《工人日报》6月27日
报道）

众所周知，“好评返现”是
商家以金钱诱导消费者作出非
真实评价的手段，为法律所禁
止。平台客服人员一边表示平
台不支持“好评返现”，一边在
接到消费者投诉后，仍然要求
商家履行承诺。这实际上是一
种变相的支持。这样的行为不
仅使其他消费者难以获得客观

真实的评价，也会损害其他经
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的市
场秩序。更严重的是，这种姑息
和纵容有可能使一些商家更加
有恃无恐地进行“好评返现”。

去年 8 月，市场监管总局
发布的《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
行为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
提出，经营者不得以返现、红
包、卡券等方式诱导用户作出
指定评价、点赞、转发、定向投
票等互动行为。作为“把关
人”，电商平台在接到消费者投
诉商家不履行“好评返现”时，
应当依照协议进行处罚，引导
商家依法诚信经营，而不是迁
就甚至默许。希望各个电商平
台都能负起责任来，坚决制止

“好评返现”乱象，不当商家诱
导用户评价的帮凶。

据公安部网安局微信公众号消息，即日
起，公安部网安局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6
个月的依法打击整治“网络水军”专项工
作。近年来，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
系列专项行动，持续对“网络水军”相关违法
犯罪依法开展侦查打击，近3年侦办相关案
件 600 余起，抓获嫌疑人 4000 余名，取得了
初步成效。（据中国新闻网6月27日报道）

从无孔不入的“刷单兼职”网络小广告，
到直播间营造虚假热闹场面，再到炮制网络

“爆款文章”……一段时间以来，“水军”在网
上兴风作浪、掺假兑水，网络黑灰产业链深
入许多领域。这些“网络水军”要么通过发
布违法有害信息“造热点”“蹭热点”，意图操
控或扰乱网上舆论；要么利用炒作负面信息
实施敲诈勒索，侵害群众合法权益；要么非
法提供有偿删帖和刷量控评炒作服务，破坏
市场经济和社会管理秩序，可谓劣迹斑斑，
令人深恶痛绝。

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
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
符合人民利益。近年来，公安机关网安部门

依托“净网”系列专项行动，持续对“网络水
军”相关违法犯罪依法开展侦查打击，取得
的成效有目共睹。但也要清醒看到，“网络
水军”的出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些顽
瘴痼疾仍然不同程度存在。尤其是随着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网络黑灰产
业链的形式更趋多样、手段更加隐蔽、技术
更为复杂，给治理监管带来了新挑战。此次
公安网安部门再度向“网络水军”亮剑，体现
出的正是对相关问题的清醒认识，以及对相
关乱象露头就打的坚决态度。

打击“网络水军”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
过硬的措施和手段，也需要全社会共同努
力。据了解，针对已经形成黑色产业链的

“网络水军”，公安网安部门将在依法打击相
关违法犯罪活动的同时，主动对接有关主管
部门，加强协作配合，共同压实网络平台主
体责任，携手加强网络生态综合治理。相信
只要锲而不舍、多措并举，实现治理常态化、
精准化，对“网络水军”露头就打，就一定能
不断压缩其生存空间，让我们的网络环境更
加健康。

城市漫步，正在我国的许多城市悄然发展。或结伴而行，或参加团队，人们行走在
城市里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路线中，观察和了解城市的历史、地理、建筑和文化景观，
拒绝走马观花式的景点打卡。记者注意到，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很多地方政府部门
深挖城市资源，推出城市漫步计划。（据《工人日报》6月26日报道）

最美的风景，在远方也在身旁。城市漫步，让人们重新认识和探索城市，对释放
本地旅游消费潜力具有重要意义。各地不妨深挖城市资源，让更多人拥抱“家门口的
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