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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鹰

“五一”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如果单人

出行，在火车的过夜车厢中，异性较多，你

会介意吗？近日，#女子吐槽软卧车厢分

配 3 男 1 女#登上微博热搜榜。该女子发

帖吐槽称，自己乘坐软卧过夜车厢时被分

配到“3 男 1 女”车厢，4 人互不认识，且晚

上睡觉时车门会关闭，因此建议铁路部门

修改算法，不要这么分配。

如今，不少旅客出行时选择在火车上

过夜，即前一天下午或晚上登车，在火车

软卧车厢睡一晚，第二天抵达目的地，是

提高出游效率、降低住宿成本的一种办

法。而软卧车厢里出现“3 男 1 女”或者“3

女 1 男”也是常有的事，有人可能不在乎

这种分配结果，因为车厢是公共空间，大

家都是陌生人，但有人却很介意这种分配

结果。

网友对此各执观点，部分人认为“确

实很尴尬”，但也有网友认为这种分配很

正常，因为公共空间不可能满足每个人要

求。有专家认为，在公共空间相处本就无

需尴尬。陌生人之间一般也不会产生共

同犯罪的意图，相反陌生人之间还会起到

互相制衡作用，若觉得尴尬可调换。

上述观点都有道理，无论是“3 男 1

女”还是“3 女 1 男”同睡一个封闭车厢，如

果这些人的关系不是亲人朋友，轻则存在

不便和尴尬，因为毕竟男女有别，重则让

人存在不安全感，特别是“3 男 1 女”相处

一车厢。此前，火车卧铺车厢就发生过熟

睡女子遭遇被人抚摸乃至猥亵的多起案

例。

比如去年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

动”期间，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处连续查处3

起猥亵妇女案件，其中 2 起就发生在列车

卧铺车厢。虽然相关不法分子受到行政

处罚，但给女性同胞带来不安全感。所

以，上述女子吐槽软卧车厢分配3男1女，

我们能够理解。

#女子吐槽软卧车厢分配 3 男 1 女#

带出了“按性别分配车厢”这一话题。如

果按性别分配的确可以避免尴尬、增加安

全感。但如果按性别分配车厢，可能把一

家三口或一家四口分配到不同车厢，这也

不是最佳选择。那么，分配卧铺车厢如何

兼顾性别问题和全家出行——是在预订

票环节就科学调整，还是上车后再进行协

调更换？

12306 热线对此回应称，原则上不能

更换车厢，但如果征得其他车厢旅客同

意，可以自行更换，暂无这一功能（是指同

性别车厢），但会帮忙记录并向上级反馈，

如果以后有新规定的话网上会有公告。

也就是说，目前只有自行协调更换车厢这

一种办法，未来是否推出同性别车厢还是

个未知数。笔者以为，在此问题上铁路相

关服务有待优化。

最理想的办法是在订票环节推出同

性别车厢，并提供全家旅行车厢，让旅客

自主选择，这不仅避免了“三女一男”同一

车厢带来的尴尬和不安全感，也充分尊重

了旅客的知情权、选择权，进而提升了旅

客的出游幸福指数。对于铁路企业而言，

体现出对旅客特别是女性的尊重，可提升

铁路形象，也能提升铁路上座率。

如果短期内无法实现理性化的分配

模式，应该加强针对性服务，即旅客面临

“3 男 1 女”或者“3 女 1 男”尴尬，有调换车

厢的需求，列车乘务人员应主动帮助旅客

协调更换车厢，毕竟乘务人员比旅客更有

协调能力。近年来铁路企业不断优化服

务获得好评，不妨将科学分配软卧车厢作

为下一个优化服务的目标。

软卧车厢分配3男1女？铁路服务亟待持续优化

飞向梦想

2023 年 4 月 24 日是第八个“中国航天日”，主

题为“格物致知，叩问苍穹”，主场活动将在安徽举

行。

新华社 王鹏 作

朱一飞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事业

不断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

得了历史性成就，知识产权法规

制度体系和保护体系不断健全、

保护力度不断加强，“保护知识产

权就是保护创新”的观念深入人

心。

然而，对照我国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

总要求，目前全社会知识产权意

识仍然存在明显不足和短板：有

的地方、有的单位对于知识产权

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甚

至简单化地以知识产权的数量作

为指标，导致工作中过于追求知

识产权量的积累，而对知识产权

质的提升重视不够；有的地方、有

的单位存在“为了保护而保护”的

现象，对于知识产权的管理、运

用、服务则重视不够，导致知识产

权还没有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

展，知识产权的价值还没有很好

实现；仍有少数人、少数地区认为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是 为 了“ 完 成 任

务”，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迫切性

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知识产

权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强，

知识产权对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

力尚未充分激发。

新发展阶段，我们应当把增

强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以更高的重视程度、

更大的推进力度、更加系统扎实

的举措来促进全社会知识产权意

识的整体提升：

首先，应当进一步培育和塑

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

法、公平竞争的知识产权文化，推

动知识产权文化与法治文化、创

新文化和公民道德修养融合共

生、相互促进。发挥知识产权文

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

让自觉尊崇知识产权、严格保护

知识产权成为全社会的文化自

觉。

其次，应当加快构建面向社

会公众的普及型知识产权知识体

系及其传授机制。重点围绕“知

识产权的内涵、外延”“知识产权

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等问

题，构建适合普罗大众的知识产

权基础知识体系。推动知识产权

基础知识进教材、进学校，在中学

思想政治课和大学法律基础课中

设置一定课时的知识产权课程，

使得青年学生从小就牢固树立尊

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

再次，应当改进知识产权宣

传教育模式。充分发挥知识产权

专家、实务工作者和知识产权专

业学生的作用，组建知识产权志

愿者队伍，通过“走基层”“进社

区”等形式，增强知识产权宣传教

育的参与性和互动性，让知识产

权从新闻报道里走到现实生活

中。

复次，应当创新公益性、普惠

性 的 知 识 产 权 运 用 、管 理 和 服

务。积极探索和完善知识产权促

进共同富裕、消弭地区发展差异、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体制机

制，如我省向山区 26 县定向实施

“专利开放许可”便是这方面的制

度创新。通过知识产权价值实现

的实例实效，带动广大人民群众

更好地认识知识产权、运用知识

产权。

最后，各级政府应当完善知

识产权工作的考核与评价机制。

带头树立“质量第一”“突出价值

实现”的知识产权工作导向，遏制

非正常专利申请等扭曲知识产权

本质的行为，更好地发挥市场主

体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

管理、服务中的作用，从而引导社

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知识产权观。

（作者系省委党校第七期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一班学员）

增强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孙现富

近年来，村干部贪污受贿、截留

挪用等违纪违法问题时有发生，不

仅影响了党中央一系列支农惠农重

大决策的落实，更直接损害了农民

群众的切身利益。虽是少数，影响

极坏，是群众深恶痛绝的“蝇贪”“蚁

腐”。中央纪委日前印发《关于开展

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专项整治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强对

村干部特别是“一肩挑”人员的监督

管理。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村干部是

乡村振兴的直接推动者、组织者和实

践者，也是党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和

纽带，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然而，随着“三农”工作重心的

转移，特别是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

项目建设大量增加，资金投入力度不

断加大，让一些村干部在利益诱惑面

前迷了眼睛、栽了跟头。

乡村振兴是全域、全员、全面的

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承载着人民

群众对党风政风的新期盼。村干部

不作为、懒作为、乱作为，甚至违纪违

法，让党的惠农政策在“最后一公里”

遇到痛点堵点，埋下了社会矛盾的隐

患，必须加强对村干部特别是“一肩

挑”人员的监督管理，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营造良好氛围。

对多发易发腐败的风险点保持

高压态势。特别是对政府投资和村

级集体工程项目，要紧盯程序关、质

量 关 、资 金 关 ，严 防“ 小 工 程 大 猫

腻”，避免被偷工减料、以次充好。

对涉农资金、补助资金等一些村干

部眼中的“唐僧肉”，应练就火眼金

睛，坚决斩断伸向乡村振兴领域的

“黑手”。通过群众“看得懂、看得

到、喜欢看”的方式，推动村级事项

公开规范化、精准化、常态化，做到

权力运行到哪里，阳光公开就跟进

到哪里，防止“微腐败”，督促基层权

力规范运行。

立足乡村振兴新实践，在创新监

督形式上主动发力，靠前监督。山东

省梁山县纪委监委聚焦村干部特别

是“一肩挑”人员行使权力情况、集体

“三资”管理和运行情况等工作重点，

通过日常监督提级、专项监督提级、

线索办理提级、以案促改提级等方

式，督促村级“一把手”廉洁履职，当

好乡村振兴“领头羊”。内蒙古自治

区包头市青山区纪委监委通过推动

明确村务监督委员会职责定位、制定

村干部正负面清单等方式，进一步健

全完善村务监督机制，加强规范化建

设，有效督促“一肩挑”人员规范用

权。

用数字化监督破解监督难题。

信息化时代环境下，应善于运用大数

据，利用智慧手段提高监管水平和治

理效能。浙江省义乌市梳理整合财

务报销、印章使用、村级工程管理等

24 个村务高频事项，建成集村级事

务办公、监督、公开、治理于一体的应

用平台——“村务清廉钉办”，实现办

事简便高效、干部干事规矩、用权全

程公开，形成完整的监督闭环，有效

缩减村级事务运行中人为因素带来

的寻租空间。

对村干部的监督管理不是乡村

层面的“独角戏”。应健全完善村级

民主监督机制，加强监督贯通协同，

整合运用基层监督力量，凝聚整治工

作合力，强化反面案例的警示教育作

用，久久为功，抓出成效，让村干部种

好“责任田”，当好“领头羊”。

做实村干部监督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