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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局游戏5分钟吸金数万元，疯狂投注者络绎不绝，玩家3个月输得倾家荡

产……媒体日前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借福彩游戏“北京赛车”名号在微信群赌

博，玩起了“地下时时彩”，私下开盘赌博、坐庄牟利。与传统网络赌博不同，

新型网络赌博犯罪借助移动互联网的便捷性，省去了搭建服务器、发展会员、洗

钱等繁琐的环节，犯罪门槛变得更低。治理新型网络赌博犯罪，强化技术层面治

理是关键，微信等平台应有针对性地开发技术防控预案以及相应的技术措施，以

智能化识别涉赌行为，从而做到精准打击。 （时 锋）

暗藏玄机暗藏玄机
程程 硕硕作作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不再让“食品不安全”谣言搅局
乔金亮

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破解食品安全谣言，需要多主体共同发力，共同治

理。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应明确各部门的监管职责，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对食品安全事件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时，行业科普也要及时发声，新闻媒体应客观报道，提升全民食品安全科学素养

部分地区冰雪旅游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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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冰雪旅游差异化竞争支三招
乔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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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儿童邪典片”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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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报道，一些二次加工后
带有血腥暴力或软色情内容的国外动画
或真人短片，已悄悄流入国内各大视频
网站，顿时引发网络热议。这些视频以

“早教视频”“亲子视频”等名义出现，
却表现出大量裸露、暴力、自杀等少儿
不宜的情节。在一些视频网站上，许多
此类视频的浏览量过万。对此，全国

“扫黄打非”办公室称已部署开展深入
监测和清查，各大主流视频网站纷纷展
开清理行动，被曝光含有不良内容的视
频已基本被清除。

有害视频能暂时清除，但对这一事
件的处理并不能就此结束。需要追问的
是，如果不是网友曝光引发网络热议，
这些视频还会传播多久？各大视频网站
为何没能当好“把关人”，放任有害视频
传播？

近年来，我国视频网站发展迅速，
为互联网用户带来了大量视频节目，丰
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视频网站自
身也呈良好发展态势。然而，各大视频
网站在追求点击量和市场占有率的同
时，对社会责任感乃至法定义务的认知
却出现了淡漠的迹象。此次事件就是一
次重要的警示。

平台发展越好，影响越大，责任也
就越重，视频网站永远不应忘记这一
点。做好内容审核，严防有害视频，这
是视频网站应当坚守的底线。

诚然，每天有海量的视频上传到
各大视频网站，给网站的审核工作带
来了很高的要求，一些有害内容的传

播形态前所未有，也提高了内容审核
的难度。“儿童邪典片”的出现和传
播，也正是利用了这些难点。于是，
有人说，在互联网时代，有害消息的
传播不可避免，只要有举报和反馈机
制，用户发现后举报，就可以及时消
除有害消息。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极不可取。以
此次出现的事件为例，儿童正处于缺乏
是非判断能力的年龄阶段，对于有害消
息的抵御能力很差，一个教唆自杀的视
频很可能就会引导儿童酿成惨剧，如果
给予视频网站管理太多“试错”空间，
很可能会以牺牲他人生命为代价。而
且，在利益的驱使下，总有不法分子将
互联网的“创新”用在歪处，今天消灭
了“儿童邪典片”，明天也会有其他各式
各样的有害内容出现。永远靠事后举
报，问题何时才会得到彻底解决呢？在
这个过程中，又有多少人会因为浏览有
害内容而付出代价呢？

所以说，除了需要职能部门对视频
网站严格监管，对违法违规者严厉处
罚，各大视频网站也必须高度重视内容
审核，不放松审核要求，不放松对审核
人员的素质要求，建立一支高度专业
化、体系化的内容审核团队，对难以甄
别的“新锐内容”可探索通过团队讨论
等方式，不断提高判断能力，严控有害
信息传播。

总之，面对节节攀升的点击率和亮
丽的业绩，各大视频网站必须把好底
线，守土尽责，杜绝类似事件重演。

前不久，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和中
国经济网公布了对十大食品安全热点事件的
权威说法，粉碎了一系列影响较大的食品安
全谣言。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
很容易受到食品安全谣言困扰。笔者认为，
变“监管”为“治理”，由部门监管到社会
共治，才能实现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标本兼
治，消灭滋生食品安全谣言的土壤。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话题敏感很正
常。在我国，每天有 243 万家餐厅开门
营业，13 万家食品生产企业开工运转，
价值 310 亿元的食品上架销售。食品产
业涵盖种植、养殖、加工、运输、销售
等多环节，既是对GDP贡献超过10%的
重要产业，又涉及亿万消费者自身健康
的切身利益。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是经济
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正因如此，中央
领导同志曾表示：“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
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
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人们常说“谣言止于智者”，但食品
安全领域存在天然的信息不对称：一方
面是普通消费者缺乏专业知识，常常抱
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另一方面是“谣言已跑遍天下，真相还
在穿鞋”，有关部门、经营主体和科学家
的反应速度没能跟上信息社会的步伐。

食 品 安 全 是 各 国 都 要 面 对 的 问
题。事实上，欧美发达国家食品安全
走 过 了 百 年 历 程 ， 渐 次 经 历 食 物 匮
乏、盲目造假、过失风险、食品安全
谣言等问题。我国食品安全发展处于
发 达 国 家 曾 经 历 过 的 类 似 阶 段 。 当
前，我国食品安全持续稳中向好，问
题总体可控。但是，食品安全事件即
使是个案，在信息发达的环境下，给
公众的感受也可能是“这不能吃、那
也不安全”。破解食品安全谣言，需要
多主体共同发力，共同治理。

政府部门要履职尽责。一方面，食

品安全涉及多部门，应明确各部门的监
管职责，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真
空”；应提高部门间信息分享的能力，打
破部门间信息壁垒，整合各环节的监管
信息，提高促进各部门相互协作的能
力。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应树立“发现
问题是业绩、解决问题是政绩”的观
念。虽说食品安全几乎做不到零风险，
却要坚持零容忍。在食品安全问题上，
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行业科普要及时发声。科学跑在谣
言的前面，谣言就会无所遁形。只有消
费者食品安全科学素养提高了，才能避
免被误导。比如，一些食品广告宣称

“不加食品添加剂”，但实际上，合规使
用的食品添加剂并不会对人体健康有危
害。2017年，国家食药监总局等部门出
台了加强食品安全谣言防控和治理工作
的文件，并建立了辟谣数据库和科普网
络平台。今后，行业科普需要行业协

会、科技工作者和企业积极参与。
新闻媒体要客观报道。食品安全法

规定，新闻媒体应当开展食品安全知识
的公益宣传，并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开
展舆论监督。遗憾的是，个别媒体由于
操作失误，自身报道反而成为谣言。过
去的几年，个别媒体报道的北京“毒草
莓”、海南“香蕉癌”等，都被证明是谣
言，尽管当事媒体辟谣了，但农民依然
要承受相应的损失，负面影响很久才消
除。因此，媒体在监督食品安全的同
时，也要维护生产者的合法权益，要以
事实为依据，更科学、更审慎，尽可能
避免殃及和误伤整个产业。

从总体上讲，我国食品质量安全是
可靠的，消费安全是有保障的。去年没
有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食品安全谣
言的社会影响也可控。相信，随着政
府、社会、媒体等共同努力，食品安全
谣言会越来越无地可容。

入冬以来，各地旅游节庆活动纷纷登
场，冰雪游日渐火爆。许多地区以冰为
媒、以雪引客，将冷资源转化为了热经
济。然而，部分地区冰雪旅游红红火火的
背后，却潜伏着隐忧，存在旅游产品单
一、缺乏创意等问题。

比如，滑雪是许多人冰雪旅游的首选
项目。随着“三亿人上冰雪”目标的提
出，这项小众消费项目日益走进大众视
野。为迎合这一消费需求，近年来很多地
方滑雪场建设乘势而上，滑雪市场的“大
饼”越摊越大，但囿于营销半径、雪期有
限等因素，这张“饼”也越摊越薄，市场
竞争越发激烈。

又如冰灯世界、嬉雪乐园等旅游项
目，一些地区急功近利、盲目开发，只是
简单“拷贝”热门旅游目的地的冰灯雪
景，配套设施严重不足、专业服务人员稀
缺，仅靠低价吸引本地客源。

“冰天雪地难觅别样天地”，特色产品
匮乏，同质化竞争严重，严重制约了冰雪
旅游产业健康发展。如何突破同质化，真

正将皑皑白雪转化为真金白银呢？根据笔
者对一些地方的调研，大致有以下三种
思路。

一是将民俗文化植入冰雪旅游。比
如，新疆阿勒泰地区是滑雪项目起源地之
一。近年来，当地不断丰富这一品牌内
涵，每年都举办纪念活动，推出了古老皮
毛滑雪体验项目。又如，蒙古族同胞聚居
区常常在冬季举办“冰雪那达慕”，组织
雪地摔跤、雪地赛马等赛事，让游客在赏
冰玩雪中体验浓郁的民俗文化和民族风
情。这些地区唱民俗戏、走特色路，丰富
了冰雪旅游内涵，深受游客热捧，相关做
法值得其他地方借鉴。

二是将融合基因注入冰雪旅游。关联
度高是冰雪旅游产业的重要特点，发展这
一产业，不应单纯就冰谈冰、就雪谈雪，
应着眼于推进冰雪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将冰雪作为载体、作为媒介，融合更
多业态，营造“乘数效应”。冰雪吉尼
斯、冰雪杂技秀、冰雪风情汇、冰雪音乐
节等主题活动，丰富了“冰雪盛宴”，令

游客体验到游冰赏雪之外的欢乐，提高了
冰雪旅游的含金量，应予充分肯定。

三是将休闲度假嵌入冰雪旅游。冰雪
旅游具有季节性特点，吸引来游客之后，
如何丰富冰雪旅游内涵、让游客延长行
期，是一大关键。实践证明，开发冬季温
泉养生、森林滑雪等休闲度假产品，不失
为提升冰雪旅游综合效益的有效手段。与
此同时，还应充分考虑非冰雪季硬件设施
的利用和旅游产品开发，尽可能让淡季不
淡，构建四季旅游格局，避免造成闲置和
浪费。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发展冰雪旅
游对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绿色发展，
以及深入实施脱贫攻坚、促进农牧民增
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经济发展
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我国将举办
2022 年冬奥会，冰雪旅游产业蕴藏的巨
大潜力和动能正在释放。只要各地做好资
源整合、协同发展这篇文章，打破同质化
坚冰，这一链条足够长、关联度足够高的
产业，一定大有可为、前景可期。

全球化、信息化使世界各国的相
互依赖程度日益增强，客观上放大了
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变化的溢出效
应。因此，我国执行稳健中性货币政
策时，有必要增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
调能力。

首先，尽大国责任，巩固人民币的
国际货币地位。与 2017 年主要国家
货币政策分化有所不同，2018年国际
经济形势明朗，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增
长有望创下近10年新高，促使这些国
家加快步伐撤出应对危机的量化宽
松，让货币政策回归常态。我国已加
入国际货币供给者行列，面对国际流
动性紧缩局面，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
仅要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应
该尽大国责任，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
化。一方面，扩大央行层面的货币互
换，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提供必需
的人民币，支持双边贸易和投资，降低
发展中国家受国际流动性紧缩冲击带来的影响；另一方
面，顺势而为，灵活运用价格手段，保持人民币与主要货
币的利差基本稳定，避免过度投机套利冲击人民币汇率，
维护和强化国际社会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信心。

其次，科学分析和评估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做到趋利
避害。随着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受主要国家货币政
策溢出效应的影响不容忽视。研究表明，2008年国际金
融危机以前，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对欧盟、日本等发
达经济体较强，对中国较弱，但是近5年以来，美国货币
政策通过贸易和资本市场两个渠道对中国的冲击越来越
显著。因此，面对美国、欧盟、英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
加息政策，我国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综合考虑、充分
评估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和后果，提前采取应
对措施，顺势而为，推动去杠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最后，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需要与财政政策、贸易政
策相互配合。应运用更多的货币政策工具，处理好短期
和长期需求的关系，把握好流动性微调和预调的节奏、力
度，同时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目标。需要特别强调的
是，美国和欧盟拒不履行在中国加入WTO时做出的承
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频频发起“反倾销、反补
贴”调查，加剧贸易摩擦。这就要求我国货币政策必须与
贸易政策紧密配合，发挥汇率的杠杆作用，既要刺激企业
加快贸易升级转型，提高抵御汇率风险的能力，又不能给
欧美国家提供任何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反倾销借口，为贸
易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本系列评论结束）

坚 决 推 动 退 市 制 度 常 态 化

彭 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

让资本市场更好服务经济发展

张慎峰
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

提升中国产业资本全球影响力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资本市场的资源是有限的，必须配置到最有效
的地方。因此，要推动优胜劣汰，对已上市公司促
其做优做强，同时坚决推动退市常态化。目前IPO
已经常态化，但是退市没有常态化。随着持股行权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断健全，资本市场内在稳定
性增强了。对于走不动、跟不上或者有重大违法行
为的上市公司，要用足法定退市决定权，坚决退市。

经营成本、知识产权保护、营商环境、市场开
放程度、投资壁垒，这些都可能成为未来跨国公司
全球资本再配置的重要选择。对于我国来说，要在
提升产业投资竞争力方面出台更多的举措，进一步
提升中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全球影响力。

（以上观点摘编自证券日报社主办、中国人民
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办的“第一届新时代资本论
坛”）

建设资本市场强国，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
展，需要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具体来说，就是
继续发展壮大交易所市场，深化新三板改革，持续完
善创业投资基金的差异化监管安排，规范发展私募股
权投资，积极推进债券市场的品种创新、结构优化和
质量提升，引导期货市场健康发展。大力发展长期机
构投资者，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中介机构，提升行业
的规范发展能力和对投资者的服务能力。

做好内容审核，严防有害视频，这是视频网站应当坚守的底

线。面对节节攀升的点击率和亮丽的业绩，视频网站必须把好底

线，守土尽责，杜绝“儿童邪典片”事件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