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工视点：住房公积金为何多在 7月调
整？》

住房公积金为何多在7月调整？

一般来说，住房公积金是以上一年的 7 月 1 日至当

年的 6 月 30 日为一个年度单位进行调整。很多单位会

在每年办理完 6 月份汇缴业务后，根据员工上一自然年

度的月平均工资为员工调整其公积金缴存基数和月缴

存额。

员工住房公积金的调整到底跟哪些因素有关呢？一

起来看！ （本报记者 贺少成 雷宇翔 付子晴）

游泳救生员：碧海蓝天间的生命守护者

2019 年，在海边长大、以游泳捕鱼为乐的林宏川加

入海南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海边浴场的救生员队伍。他

每天都要在烈日下坚守 8 个小时，时刻紧盯着泳区内游

客，守护他们的生命安全。

（本报记者 赖书闻 曲欣悦）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碧海蓝天间的生命守护者｜三工视
频·新360行之游泳救生员》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感受乡镇里的数
字化场景》

7 月 15 日，记者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

治州玛纳斯县的乐土驿镇，聚焦乡村振兴新路径，见证经

济发展和精神文明“齐飞”的生动实践。

2024 年，乐土驿镇被确定为“一县一乡”示范乡镇。

该镇不断提升农业产业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通过深

入挖掘驿站文化品牌价值，探索出涵盖农耕、驿站、市井

等文化体系为一体的发展模式。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感受乡镇里的数字化场景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我和<工人日报>的故事》

7 月 15 日，《工人日报》迎来创刊 75 周年纪念日，全

国劳模高凤林、郭明义、许振超、潘从明、窦铁成、许启

金、其美多吉、刘丽、马兵、洪家光、韩利萍等向工人日

报编辑部发来祝福视频，分享他们和工人日报的不解

之缘。

一起来看他们的祝福。

（本报记者 杨登峰 吴凡 王伟伟 朱欣 张世光 李娜

刘旭 张嫱）

我和《工人日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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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背篓专线”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落实落细
本报评论员 韩韫超

畅通专利转化利用的“最后一公里”

重庆“背蒌专线”不仅有地铁版，还有水

上版——据 7月 13日新华社报道，不久前，重

庆地铁“背篓专线”一度刷屏，轨道 4 号线连

接渝北区石船镇到市中心，每天早晨郊区菜

农都可以背着背篓乘坐 4 号线到城内卖菜。

同时，在重庆忠县洋渡到西山两个码头间，一

直开行着当地唯一的“水上公交”“渝忠客

2180”，每天 6点半，不少菜农背着背篓、挑着

扁担，乘船进城卖菜。

“城市的包容要既装得下公文包，也容得

下背篓扁担”。水陆两条“背篓专线”体现着

一个地方的包容与温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

守望相助。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各地近

年来推出不少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其中，部

分人群的民生诉求可能是不起眼的，难以引

来关注、获得资源。而这类诉求能被看见和

满足，有偶然因素，也与某些民间爱心人士的

支持分不开。重庆水上“背蒌专线”船长的坚

守令人感佩，在通过直播吸引大量粉丝围观

后，该专线提高了运营收入，还为菜农提供免

费早餐及休息场所。

看见民生诉求中的不同痛点、难点并想

方设法去解决，离不开各方的合力，尤其是地

方职能部门以及相关企业的支持。之前重庆

地铁“背篓专线”刷屏后，当地轨道 4 号线就

有针对性地推出调配落地安检、提前开门时

间、设置背篓车厢、方言语音播报等措施。为

更好服务乘坐“水上公交”的菜农，当地政府

在码头附近建起临时交易市场，当地海事部

门在长江主航道外为其开辟单独航线。在湖

南常德，因特殊原因，一名 7岁的孩子不得不

独自前往公交车站乘车上学，公交公司破例

为这个孩子在家门口设了一站。

还有更多一簇火苗点燃一团火焰的故

事，让特殊人群得到了更多关注与关爱。比

如，江西南昌一对夫妻在医院旁创办“一元抗

癌厨房”，18 年不打烊，这一善举被广泛报道

后，当地政府对厨房改造升级，许多义工前来

帮忙，爱心人士为患者家属捐款捐物，各地陆

续出现了类似的医院爱心厨房，给了很多重

病患者及家庭实实在在的帮助。

关注并解决不同人群的民生诉求，特别

是其中诸多难点问题，还会助推相关行业的

发展。比如，为精准高效送餐，山东威海市一

名外卖小哥曾手绘 125 张小区“送餐地图”，

引来无数点赞，之后，多地施行一系列“骑手

友好社区”政策，推出骑手友好地图、骑手充

换电柜、骑手专属的电子通行证等服务设施，

工会组织还在各地设立户外劳动者驿站等，

为骑手工作带来更多便利，这对整个外卖行

业的发展来说都是好事。

精准对接不同人群的民生诉求，由民间

善举激发社会善治，也是提升社会精细化治

理水平的有效路径。那些来自普通人的爱

心和援手，指向的往往是民生领域的堵点和

痛点，将这些“关键小事”办成暖心好事、民

生实事，让一地一城更加宜业宜居，这折射

出一个地方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一个

城市和地区看重什么、呵护什么，关乎一个

地方的未来，更关乎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民生为大。近年

来，从给予进城新市民等群体更多就业、住房

方面的优惠政策，到在更多场景为残障人士、

一老一小等特殊人群提供便捷服务，类似面

向不同人群的民生关怀，在多地上演并为舆

论所称道。

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期待更多地方

汇集多方智慧和力量，以精准服务、精细管

理，推出更多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

解决好不同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更好地造福百姓。

那些来自普通人的爱心和援
手，指向的往往是民生领域的堵点
和痛点，将这些“关键小事”办成暖
心好事、民生实事，让一地一城更加
宜业宜居，这折射出一个地方社会
治理的价值取向——一个城市和地
区看重什么、呵护什么，关乎一个地
方的未来，更关乎百姓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钻空子

图 说G地方志的文化和社会价值
应被更多人看到

陈广江

据 7月 16日《钱江晚报》报道，最近，江苏

常州的卞女士在某票务平台上花 1590 元抢

了一张演唱会门票，付款后发现选错了场次，

急忙申请退款，没想到被扣了 50%手续费，从

下单到申请退票，前后不到一分钟。官方客

服表示：“有规则限制，无法随意退款。”

演唱会门票好买难退、高额退票手续费

的现象不少。日前，一名消费者因家人去世，

认为属于“不可抗力”而申请退票，同样遭遇

了万般曲折。他们是万千演唱会门票消费者

的缩影，其面对的退票“土政策”频频被吐槽。

票务平台制定退票规则，意在维护市场

秩序，减少恶意抢票、囤积居奇等行为。消费

者因个人问题退票，属于违约行为，固然应承

担相应责任，但经营者设置规则应考虑公平

性、合理性等因素。在消费者几乎未对门票

二次销售造成实际影响的情况下被扣除高额

手续费，既不合情理也不合法规。

文旅部、公安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大

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

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中明确要求，演出举

办单位应建立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

票收费标准，保障购票人的正当退票权利。

但不少平台的执行情况令人失望，高比例的

退票手续费与通知精神背道而驰，损害了消

费者权益。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土政策”并非个

例。不少票务平台往往利用信息不对称、卖

方市场等诸多优势，设置不合理的退票规则，

加重消费者的责任义务，令其维权之路艰难

重重。

对此，消费者可以寻求法律途径维护自

身利益，但需要付出较多时间成本、精力成

本。消费者维权不能只靠自己单打独斗，不

能只靠有关部门接诉后个别处理。职能部门

应从制度层面和强监管执行层面强化对票务

平台的监督，确保其退票政策符合法律法

规。日前，江苏省消保委约谈了 6 家知名票

务平台和 6 家主办方，通报的突出问题就包

括消费者因退票而承担过高违约金。这释放

了明确的信号，文娱产业如火如荼，谁都不能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干扰产业的健康发

展。此外，主办方与票务平台也应摈弃短视

思维，主动优化退票规则，在追求利润的同时

兼顾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比如，可借鉴火

车票退票机制，设定公平、合理、透明的梯次

退票收费标准。

眼下，“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已成为

文旅消费新潮流。各主办方和票务平台要看

见这片“情绪蓝海”，善待消费者就是善待市

场的未来。

频频被吐槽，演唱会退票“土政策”该改改了

何勇海

据 7 月 15 日新华社报道，国家知识产权

局近日印发通知，要求从指导专利权人规范

提交开放许可声明、推动试点项目便捷转为

开放许可、指导专利权人合理估算许可使用

费、加强开放许可声明信息的开放共享等多

方面推动专利开放许可制度高效运行。根据

许可制度，专利权人自愿提交专利开放许可

声明，对专利许可使用费“明码标价”，由国务

院专利行政部门向全社会“广而告之”，任何

单位或个人书面通知专利权人并按照标价付

费即可获得实施许可，对所有被许可方“一视

同仁”。

专利开放许可是我国专利法第四次修

改创设的专利许可制度，即专利权人通过

国家专利管理部门公开声明愿意许可任何

单位和个人实施其专利，并明确许可使用

费、许可使用期限等条件的一种“一对多”

的普通许可形式。以前，专利许可长期是

“一对一”形式，即专利只许可给一个对象使

用，而眼下的“一对多”无疑可以让专利转化

利用效率随之提升，益处多多。国家知识产

权局此番发文，就是意在推动专利开放许可

制度高效运行，拓展专利转化运用的模式

和渠道。

长期以来，我国专利领域存在申请数量

多、转化利用率低的尴尬。专利考核制度片

面追求数量是原因之一，专利许可制度的不

完善也是其中的因素。

有含金量的专利研发不易，在“一对一”

许可制度下，专利许可费往往会开出“天

价”。从一定程度上看，买家愿意支付该高昂

费用意味着其认可专利产权的含金量，但高

额费用也在客观上抬高了不少企业尤其是中

小企业获得专利许可的门槛。与此同时，一

些高价专利也存在“嫁”不出去的尴尬，难以

转化利用并释放技术贡献。如此一来，就出

现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利转化难、广大中

小企业技术获取难的两难问题。

专利转化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受许

可交易成本、转化成本的影响。在专利开放

许可制度下，专利权人自愿声明并经国家有

关部门公告，任何人都可以依照声明的价格

和标准支付费用后获得专利实施许可。这种

“一对多”的许可模式能够让专利权人“多中

取利”，同时也降低了中小企业的专利许可交

易成本、转化成本。这是以合理有效的方式

实现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的双赢之举。同

时，当专利转化从整体上提了速，势必也会唤

醒一些“沉睡的专利”。

一句话，专利许可实行“一对多”模式，以

及对专利许可使用费“明码标价”，向全社会

“广而告之”，这一举措为专利转化运用提供

了新途径、新模式，有望帮助专利技术供需双

方对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专利转化

效率，值得期待。

目前，重庆市针对深入实施“一对多”专

利开放许可改革，制定印发了中西部地区首

个专利公开实施办法，从制度层面明确了“一

对多”开放许可的实施范围、实施方式、实施

程序和支持举措。期待更多地方跟进探索并

积极落实，从多方面推动专利开放许可制度

高效运行，让专利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更畅

通，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更多动能。

樊树林

从跟着《红楼梦》打卡南京到跟着民

歌《茉莉花》剖析六合民歌的传播历史，

从通过文物认识南京早期历史文化再到

解读南京方言的独特魅力，“南京方志大

讲堂”成为讲好地域文化、宣传方志文化

的重要载体和窗口，也是南京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具体实践。（见 7月 16日《南京日报》）

地方志的意义在于“补史之缺，参史

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是历史文化

传承的重要平台，是地方文明赓续递进

的纽带，是“存史、资政、育人”的载体，但

很多地方对利用地方志提升公共文化服

务缺乏重视，普通民众对地方志的关注

度也不高，凡此种种都削弱了地方志的

文化和社会价值。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地方者以志

为鉴”。地方志不是“阳春白雪”，也不是

潜藏在隐秘角落的学术“盆景”，对于现

代城市建设等具有重要指导价值。“南京

方志大讲堂”让地域历史文化“飞入寻常

百姓家”，使公众沉浸式感受到地方志展

现出的地方文化内核与基因。

让公众共享地方志成果和地方文

化，发挥地方志在赓续文脉、激活文旅、

教化育人、鉴古资政等方面的独特价值，

应该成为各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就此而言，各地都不妨

尝试探索一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活动，促进地方

志的活化利用与传承。

为此，各地要认识到地方志的重要

性，挖掘本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汲取其

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

道德规范，做好地方志的修订完善工

作。同时，积极推动地方志的现实价值

转化，让地方志资源活起来、用起来。比

如，在推动地方志数字化建设的同时，充

分利用网络和自媒体平台，依靠论坛、讲

座、短视频、口袋书等载体，让地方志多

维立体化呈现给公众，浸润人心、培根铸

魂。此外，在文旅融合发展的当下，各地

也要发挥以史促旅、以文塑旅作用，立足

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发现其文化内核、

精神内核，打造一批凸显文化特色的元

素符号，赋能地方文旅事业的发展。

“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地方

志内容包罗万象，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

征——这么好的资源，不能束之高阁、无

人问津。

“绝大多数裙子都被穿过了，无法再次销售”——据
7月 16日《法治日报》报道，近日，浙江金华的网店老板
姚先生收到 400 多件被退回的裙子，直接损失近 8000
元。在“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下，不少网店有过相同的
遭遇。

货不对板、以次充好等现象曾一度成为网购商品的
通病，为了保障线上购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运费险、“7
天无理由退货”等规则应运而生。然而，“无理由退货”不
是“无理退货”，消费者使用一次就退回，甚至影响商家再
次销售，这不是健康的网购环境应有的样子。近些年，电
商平台的有关规则经常被恶意钻空子。例如，“仅退款”
政策的本意是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却让个别“羊毛党”
借机无偿占有商品。当规则被恶意滥用，承受损失的既
是卖家也是市场秩序。合法维护买卖双方权益不是二选
一的关系，只有营造健康、诚信的电商生态，各方才能长
久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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