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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贵志

　　正是候鸟春飞时，送走了滇池越冬的红嘴鸥，

云南昆明市民迎来了一场关于文明观赏红嘴鸥的

立法大讨论。

　　“喂海鸥的面包屑对环境和滇池水体污染大，对

喂养的饲料没有统一的标准”“建议加入对违法行为

的劝导，劝导不成，再依法进行处罚”……近日，在云

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晋城街道三合村委会的会议室，一

张椭圆形的会议桌前坐满了来自司法部门、执法部

门、人大代表等各界人士，就《昆明市文明观赏红嘴鸥

的规定（讨论稿）》（以下简称讨论稿）展开讨论。

　　据《法治日报》记者了解，三合村是2017年昆明

市人大常委会建立的首批基层立法联系点。

　　“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切实做好基层立法联系点

各项工作，着力解决实际问题。”昆明市人大法制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杨棱说，“自2017年授牌设立首批7

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以来，目前共有基层立法联系点

18个，实现了基层立法联系点在昆明市十四县（市、

区）以及边境托管区域的全覆盖。”

　　“之前出现过游客在观赏红嘴鸥时抓海鸥，甚至

把抓到的红嘴鸥塞进罐子里等行为。不少市民表示，

这样的行为太恶劣了，应及时制止。”晋宁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刘艳告诉记者，讨论稿旨在规范“花式投

喂”“油渣投喂”、抓鸥甚至虐鸥等不文明观鸥行为。

　　讨论稿共8条，包括观赏红嘴鸥时禁止非法猎

捕、捕捉、伤害、出售、食用5项禁止性规定和3项倡导行为。

　　在讨论会上，各领域的代表积极发言，晋宁区人民检察院派驻晋

城检察室主任景云昆建议，“在规定中明确红嘴鸥为三有保护动物”。

　　“要大力做好红嘴鸥保护的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册，悬挂宣传

标语等方式，以提倡红嘴鸥保护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模式，提高广大

人民群众知晓率和爱鸥护鸥及保护环境的自觉性。”上蒜镇的代表土

庆芬在讨论会上提出。

　　“讨论稿第七条中，由属地人民政府相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可能

会涉及是否有处罚权问题，故建议写成违反本规定第三条行为的，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

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晋宁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熊薇从处罚权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基层立法联系点成立后，我们在全区范围内遴选65名有一定法

律基础、实践工作经验、热心立法工作的人员，组建了立法意见征求骨

干队伍。自立法意见征求骨干队伍成立以来，对《昆明市安全生产条例

（草案）》《昆明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等4部地方性法规草案提

出28条意见建议。”刘艳说，“基层立法联系点对上联系立法机关，对下

联系基层群众，真正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十分关心支持地方立法工作，先后将五华区华

山街道、嵩明杨林工业园区管委会设立为省人大常委会的基层立法联系

点。”杨棱表示，基层立法联系点成为更加广泛凝聚立法共识、进一步夯

实立法实践基础和民意基础、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个缩影。

　　截至2022年底，昆明市共有45件次法规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约42759人次提出了7604条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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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全过程人民民主

□ 本报记者  赵晨熙

　　互联网时代，网上“晒娃”早已司空见惯，不少儿童更是被包装成

网红，以此谋利，这一现象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监事

长方燕的注意。

　　方燕指出，未成年人成为网红的路径往往是由作为家长的成年人

主导的，为了挖掘孩子的商业价值获取流量，有些直播和视频是孩子

在父母强迫下或被诱使的情况下进行的，更有甚者通过伤害未成年人

的身体健康来博取眼球。

　　“‘网红儿童’乱象不仅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还可能导致其

产生错位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合理规范未成年人网络直播行为的相应

管理措施势在必行。”方燕建议，平台要加强对直播或视频内容方面的

审查和监管力度，同时应明确网络平台的监管责任，对网络平台管控

不当的行为进行处罚，必要时要求相关责任主体承担一定的法律责

任，守住法律红线。

　　方燕注意到，此前对于一些“网红儿童”账号最终仅作出删除视

频、禁封账号的处置，相较于商业流量而言，犯错成本过低。她建议制

定具体的评估和追责制度，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规成本。

　　此外，各部门也应定期开展专项行动，严肃查处炒作“网红儿童”

的账号等，对未成年人的直播和视频活动进行集中整治，形成部门联

动、宣传引导、加强惩治的全方位治理格局。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要求，健全知识产权价值

评估体系，鼓励开发智能化知识产权评估工具。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

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马一德指出，我国知识产权价值评

估仍面临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标准体系亟待完善、知

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有待创新、社团组织发挥作用不足、知识产权价值评

估人才培养力度不够、知识产权交易价格统计数据难以获取等方面。

　　针对目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马一德建议，完善知识产权价值评

估体系建设的工作机制，有序推进各类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标准规范制

定工作，充分发挥知识产权领域社会组织作用，大力培养知识产权特

色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完善知识产权价值统计数据和发布机制，进

一步健全我国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

　　马一德还给出了更加具体的建议，例如，推动完善知识产权价值

评估体系建设的工作机制，相关职能部门要结合知识产权运用场景、

知识产权保护需求、知识产权金融创新等方面构建知识产权价值评估

体系，从功能定位、政策协调、准则规范、技术保障、成果运用等方面探

索健全我国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体系的路径。

马一德代表：

健全我国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

方燕代表：

加大对“网红儿童”乱象处罚力度

□ 本报记者  朱宁宁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让人们感受到

了当前经济回稳向好、旅游和消费市场反弹

的强劲势头。其中，一些大型游乐场成为很多

人的首选。玻璃栈道、悬崖秋千、高空自行车、

玻璃水滑道等高空、高速、高风险网红项目吸

引了大批游客。

　　大型游乐设施和客运索道是人们旅游观

光、享受现代美好生活的载体。有数据显示，大

型游乐设施每年乘坐的游客超过1亿人次。但

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伴随旅游业的复苏，特

种设备的快速恢复使用也给守牢安全底线带

来了不小的考验。在满足人民群众游玩需求的

同时，相关的特种设备安全保障措施能否跟得

上、抓得实，是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5月4日至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张庆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辽宁

省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法执法检查。新技术、新

模式、新业态是否存在管理盲区等问题是此次

检查组关注的重点之一。

一些大型游乐设施吸引众多游客

　　5月6日上午，检查组一行来到被誉为“大

海边的冒险乐园”的大连海昌发现王国主题

公园。尽管“五一”假期刚刚过去，但游乐场里

依旧有不少游客。

　　据该主题公园负责人介绍，该园于2006年

开业，至今已运营了17年，每年吸引近200万人

次游客入园游玩。目前共有大型游乐设施19

台，其中A类设备12台，BC类设备7台。值得一

提的是，发现王国是全亚洲过山车最为齐全的

主题公园，拥有弹射式、悬挂式、垂直式世界顶

级三大过山车，这也是整个公园最为刺激、最

受欢迎的项目。

　　整个公园最为经典的设备，是亚洲首台塔

楼式垂直过山车“雷霆战车”。当检查组一行来

到公园的过山车观赏广场时，恰逢一辆“雷霆

战车”开出。只见坐满游客的车厢先是缓慢运

行上升，在升至40米的最高区位并与地面垂直

成90度的时候，迅速以最高时速85公里的速度

直接俯冲向地面，随后在接近700米的轨道上

依次进行360度回滚、倾斜式翻滚等。

　　整个过程虽然只有短短几十秒，但伴随着

游客不绝于耳的尖叫声，不仅游客自己感到非

常刺激，就连旁观者都觉得相当惊险。

落实责任全力确保设备安全运行

　　“‘雷霆战车’从2017年投入运营，至今已安

全运行了6年。”据发现王国主题公园负责人说。

　　据介绍，为确保安全，公园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严格按照相关安全技术规范和使用

维护说明书的要求，进行设备运营前检查、设

备使用、日常检查和维护保养、定期安全检查，

并如实记录。同时，对特种设备建立档案，并落

实专人管理，明确责任到人。强化日常维护，加

强对易损件、安全保护装置的检查，发现有变

形、破损、性能失效的，及时更换。坚持日常巡

查和应急值守，尤其在客流高峰时段，安排专

人值守巡视。在设备管理上，对每台设备每

天按要求早检保养，试运行5次后投入运营，

且每日不少于4次定时巡检，每周不少于1次

周级别检查保养，每月不少于1次的月级别

检查维保；重大节日前增加一次节前检查。

此外，按照相关程序要求制定大客流及特种

设备安全等多项应急预案，并在开园前和节

假日前集中进行专项演练。

　　“我们将全力确保所有大型游乐设施都能

安全运行，让每一个来到这里游玩的游客都能

玩得开心、玩得放心。”该负责人说。

新型游乐设施安全监管不容忽视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正规、传统的大型游

乐场，目前，一些地区的旅游业不断求新、求

奇、求大，玻璃栈道、悬崖秋千、高空自行车、玻

璃水滑道等高空、高速、高风险网红项目在各

地悄然兴起。

　　这些高风险游乐项目在丰富旅游产品和

为游客带来欢快体验的同时，安全风险问题

也日益突出。2022年7月22日，同一天就曾发

生两起游客坠落事故：天津九山顶景区一游

客玩项目时悬挂空中，随后在救援时不慎坠

落，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湖北恩施地心谷景区

“步步惊心”项目发生一名10岁儿童坠落事

故，虽无生命危险，但其腰椎、胸椎骨折，头皮

裂伤。一天内接连发生两起游客坠落事故，引

起社会广泛关注。

　　安全监管问题不容忽视。为此，文化和

旅游部联合多部门加强旅游景区玻璃栈道

类项目安全管理，并推动以国务院安委会办

公室名义印发《关于加强旅游景区玻璃栈道

类项目安全管理的通知》，切实保障游客及

工作人员安全。

　　近年来，辽宁省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关于加强游乐场所和游乐设施安全监管工作

的通知》《关于加强旅游景区玻璃栈道类项目安

全管理的通知》，组织制定《新兴行业、领域安全

生产监管职责》，明确了玻璃栈道类、漂流类等

高风险旅游项目和滑翔、跳伞等高风险运动项

目安全监管职责分工，及时明确部门和属地职

责分工，健全管理机制，有效堵住监管漏洞。

　　据悉，下一步，辽宁省有关部门将扎实开

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突出

游乐设施、索道等特种设备，全面排查风险，整

治事故隐患，切实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玻璃栈道等新型游乐设施走红

新模式新业态安全监管盲区亟待关注

□ 本报记者  朱宁宁  文/图

　　特种设备作为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

的重点领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

施，被列为我国提高装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

关键领域。

　　2013年6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特种设备安全法，自2014

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对推动特种设备安全与

节能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对特种设备安

全法启动执法检查。

　　5月4日至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张庆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辽宁

省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法执法检查。在辽期间，

检查组先后到沈阳、大连两市，对沈阳远大智

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沈阳特种设备检测

研究院、沈阳中复科金压力容器有限公司、沈

阳欣洁运燃气有限公司、大连海昌发现王国主

题公园有限公司、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大连

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进行实地检查。

　　检查组认为，近年来，辽宁省深入宣传贯

彻特种设备安全法，积极适应特种设备快速发

展的形势，在促进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

成效，特种设备产业不断发展，执法不断深化，

相关制度规章不断完善。

不断完善体制机制

筑牢法律实施坚实基础

　　数字显示，辽宁省特种设备生产单位从

2014年的2900家达到2022年的3354家，总数列

全国第7位；特种设备使用总数从41.8万台达到

55.9万台，增长33.7%；万台事故死亡人数从0.12

人下降到0.07人，下降41.7%。截至目前，全省共

有特种设备使用单位52784家。

　　“我们认真抓好特种设备安全法贯彻实

施，有效促进特种设备产业发展和安全水平提

升，有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据辽宁省委

副书记、省长李乐成介绍，近年来，辽宁省先后

制定出台《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实施意见》

《加快推进特种设备使用企业双重预防机制建

设指导意见》《辽宁省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等，

制修订特种设备国家标准5项、安全技术规范8

项，特种设备地方标准22项、团体标准2项，夯

实法治监管基础。

　　同时，辽宁省强化监管执法，多部门联合

开展监督检查，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2022

年，累计检查特种设备生产单位701家、使用单

位2.1万家、检验检测机构109家，出动检查人员

4.98万人次，下达安全监管指令书2153份，查

封、扣押特种设备181台，立案301件，有效预防

和减少事故发生。

　　此外，辽宁省还加大普法力度，推进普法

宣传，连续10年对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人员开展

培训160余期、4000余人。

建立健全责任体系

守牢特种设备安全底线

　　加强综合治理，是此次执法检查的重点

之一。

　　近年来，辽宁省严格落实特种设备安全法

对特种设备实施分类的、全过程的安全监督管

理要求，压实特种设备安全企业主体责任、行

业主管部门管理责任、市场监管部门专业监管

责任和地方政府属地监管责任，把安全责任落

实到具体岗位具体人头，构建特种设备风险分

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

　　与此同时，基层监管力量薄弱的问题也不

容忽视。据地方反映，目前实践中还存在基层

监管人员少、能力弱等问题，对企业日常巡查

和检查工作力度不够，监管作用没有得到有效

发挥。鉴于此，有地方建议用政策推动基层执

法水平提高。针对基层监管工作的难点和堵

点，充分考虑基层监管工作面临的挑战，推动

出台更加完善的尽职免责、监察补助、培训教

育、职务晋升等制度措施，调动基层监管人员

积极性，提升一线监管人员履职能力。

　　还有地方提出，要在机制上突破发挥行业

监管力量。建议强化安全大监管工作机制，按

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

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推进跨部门开

展“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检查，促进部门间优

势互补，实现信息共享互认，对监管工作中发现

的违法失信行为，纳入部门联合惩戒范围，倒逼

企业主动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此外，建议出台更

多有针对性的政策，持续压实主体责任落实，推

动各项举措在末端落实，在终端见效。

加强关键技术攻关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是工业的躯干、经济的基础、民生

的保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构建现代

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环。特种设备安全工作是

发展装备制造业的关键领域、建设现代化工业

体系的基础工程。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条规定，国家支持有

关特种设备安全的科学技术研究，鼓励先进技

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的推广应用，对做出突出贡

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在辽期间，检查组对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复科金压力容器有限公

司、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华锐重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检查，了解企业开展科

技创新情况，包括解决影响设备安全运行的“卡

脖子”问题，推动开展基础与应用研究等情况。

　　近年来，辽宁省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加快

推动各类基础和应用研究，构建产学研联盟，

全力破解制约特种设备质量安全关键技术瓶

颈，起重机械和气瓶安全技术实验室先后获批

国家市场监管重点实验室，完成国家级科研项

目4项，但同时还存在着特种设备制造业发展

不足的问题。表现为产业集聚度不够高、行业

质量水平参差不齐、科技投入和创新能力不

足、产业链供应链水平还需提升。

科技赋能加强管理

发挥科技支撑积极作用

　　5月5日下午，检查组一行来到沈阳欣洁运

燃气有限公司。公司会议室的大屏幕上正实时

显现着距离公司200米远的加气站情况。

　　镜头中，不断地有出租车前来加气。对于

进站的出租车，加气站工作人员首先会利用手

持设备通过AI技术扫描车牌进行自动识别，

并自动与沈阳市特种设备动态智慧监管平台

车用气瓶使用登记、检验信息校核。校验合格

后，现场作业人员开展充装前检查；检查合格

后，启动加气机进行充装作业；加气结束后，充

装记录相关数据自动上传系统，自动生成充装

记录，并上传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整个流

程高效快捷，安全可靠。

　　“在过去，这些数据都是人工记录。到了冬

天，工作人员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室外手抄各

种数据特别辛苦，收集的数据可能还会存在偏

差，工作效率也不尽如人意，一些司机师傅为

此经常跟工作人员产生矛盾。”这里的负责人

向检查组介绍说，眼前视频中运用的“追溯管

理系统”，既符合特种设备法律法规要求，又大

大提升了工作效率，提升加气效率50%，节约

人力成本35%，日充装车次由600台增至1600

台，减少4名登记录入人员，出租车司机也不必

在每次加气时出示相关证件，体验感更好。

　　据介绍，该公司近年来运用云计算、物联

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研发形成

包含追溯管理系统、应急自控系统、消防安全

系统、设备管理系统、气站服务系统以及客户

服务系统的“数智燃气站服务平台”。该平台于

2021年8月正式运行，并于12月最先实现与沈

阳市特种设备动态智慧监管平台对接。

　　近年来，辽宁省不断探索组织开展特种设

备智慧安全信息化建设。比如，沈阳市以“互联

网+”模式探索建立特种设备智慧监管系统，

解决由于特种设备分布散、数量大、检测与监

管信息不对称、人机比(监察人员和特种设备

数量的比例)矛盾日益突出等原因带来的监管

难题。采取“智能枪+智能阀”模式，推动液化

气瓶充装单位建立充装信息追溯系统。目前，

全市110家液化石油气瓶充装单位均已完成充

装信息追溯系统建设，信息化气瓶95万只，气

瓶充装信息化率达100%。又如，大连市以数字

赋能转型为载体，支持大连锅检院等4家单位

获评第五批国家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

推动大连冰山集团以冷热设备全生命周期管

理为核心，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利用云计算、

大数据等新技术，整合产品设计、制造、运维等

全产业链，提升特种设备制造服务水平。

推进质量强国制造强国 筑牢特种设备安全防线

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法执法检查

  5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特种设备安全法执法检查组在辽宁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了解相关情况。

随行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