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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裙子都被穿过了，打开包装后一股难闻的异味扑鼻而来，完全无法再次销售，只能报
废。”近日，面对400多件被退回的裙子，浙江金华的网店老板姚先生心痛不已。记者采访了解到，高企
的退货率已成为一些电商平台的突出问题。（7月16日《法治日报》）

“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设置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然而，少数人为了获取不当
利益，频频恶意试用商品、无节制退货、以赚取退货快递费与运费险赔偿的差价等。任性滥用这一规
则，导致正常经营的秩序被打乱，经营者的权利受到侵犯。滥用规则只会伤害规则，共同遵守规则才能
维护规则。消费者与经营者都是市场交易主体，诚实守信是双方应该共同遵守的原则。 （文/周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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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已进入防汛关键期。日前，长江委
发出调度令，调度三峡水库增开泄洪孔至9孔泄
洪，加快降低三峡水库水位，腾出防洪库容，为应
对长江上游可能发生的大洪水做好准备。

江水奔腾，气势磅礴，三峡大坝的泄洪场面蔚
为壮观。巍然矗立的三峡大坝，具有防洪、发电、
航运、补水等多重功能，但防洪是其最重要的“核
心能力”之一，也是三峡大坝的建设初衷所在。这
一“国之重器”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让人们
更为直观地感受到其沉甸甸的分量。

在不少人印象中，三峡大坝开启9孔乃至10
孔的情况并不多见。每一次下泄流量的调度、开启
深孔的数量，都需要根据入库流量、上下游水位等
多方因素而定。科学调度三峡大坝，充分发挥防洪
功能，可以使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险情减少或是化
险为夷。在我国历史上，长江多次发生洪涝灾害，
每一场来势汹汹的洪水，对沿江居民都是一次惊
心动魄的考验。防御洪水，关键在于流域防洪工

程体系的“排兵布阵”。三峡电站是世界上最大的
水电站，三峡大坝如同一根“定海神针”，这样的超
级水利工程，正是我们抵御洪涝灾害的最大底气。

平常时候沉默如山，关键时刻力挽狂澜，这就
是大国重器之“重”。打造一件国之重器，各方投
入之多、推进难度之大、科技含量之高、建设周期
之长、牵涉范围之广可想而知，但它在危急关头、
关键时刻所展现的无可替代的显性作用，总是让
人不由得发出“一切付出都值得”的喟叹。一些国
之重器一旦被紧急启用，其产生的作用就可能刻
上历史印记。从器物落后的近代到重器频出的当
代，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富强，大国重器是不可
或缺的支撑点。C919 国产大飞机、中国天眼
FAST、蛟龙、天宫、嫦娥、北斗……如同一颗颗璀
璨的明星，闪耀着中国自主创新和先进科技的光
芒，夯实着国家发展、繁荣和安全的基石。

重器之“重”，在于惠及民生的底气。许多国
之重器，在日常生活中或许不易被感知，却润物无

声地滋养着安居乐业的美好。遍布祖国每一个角
落的电力“血管系统”，将各种清洁能源转换为源
源不断的电能，点亮万家灯火；星罗棋布的各个港
口传出连绵不断的汽笛声响，从跨海大桥到桥梁
与岛隧结合的跨海通道，“一小时交通生态圈”让
百姓的背包和餐桌得到极大丰富；从万物互联迈
向万物智联，移动支付、远程医疗、无人驾驶等深
度嵌入生活……我们正是在日用而不觉的氛围
中，享受着大国重器奠基下的便利生活。

重器之“重”，在于矢志攻坚的锐气。神十八
发射成功，嫦娥六号月背“挖宝”；福建舰成功海
试，“地面空间站”正式运行；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

“海基二号”安装就位，首个行星际闪烁监测望远
镜正式建成……上半年一系列大国重器纷纷涌
现，当自主创新的进度条一次次被刷新，中国人的
民族自信心也一次次被点燃。不断入列的国之重
器，就是我们稳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根根支柱，
共同撑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一片天。

读懂大国重器之“重”
□ 湖北日报评论员 周磊

巴黎奥运会还没开始，一
场落地贵州榕江，国际化与民
族特色兼具的“村奥会”提前点
燃了大众体育的激情。

从“村超”“村BA”，到“村奥
会”，“村”字打头的体育赛事，
为何这么有魅力？体育是世界
共通的语言，体育带来的快乐、
友谊，展现的文明、包容，是联
动乡村和城市、国内和国际的
关 键 因 子 。 回 看 本 次“ 村 奥
会”，除了足球、篮球、乒乓球、
田径等传统竞技项目，还有旱
地龙舟、高脚竞速、剥玉米、抓
鸡抓鸭大作战等特色项目，可
谓土洋结合、丰富多彩。黔东
南的乡村风貌，苗寨人的淳朴
热情，与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
运 动 员 碰 撞 在 一 起 ，让 这 场

“村”字打头的“奥运会”收获更
大关注，带动更广泛的参与。

“村奥会”将世界运动员请
到中国山乡，这份促进文明交
融的创意、激活中国乡村的热
情，比赛事本身更珍贵。发端
于贵州，“村”字打头的体育赛
事，经过精心打造，已经成为一
个有影响力的大IP，成为中国乡村的文明符号之
一。当法国大小轮杂技、塞尔维亚科洛圈舞、新西
兰毛利战舞等文化表演在“村奥会”现场悉数亮
相，当中国的汉服、马面裙、刀马旦、非遗苗绣等民
族元素集中展示的时候，这里已经不只是体育赛
场，更是多元文化的秀场、世界文明的对话场。

中国乡村里有中国脉动。以“村”字撬动世
界，靠的是体育的魅力，友善的诚意，民族文化的
吸引力。从一开始“贵州榕江、台江村民自己玩”，
到今年“村超”国际交流赛，再到最近群英汇聚的

“村奥会”，中国文化、中国故事又多了一个展示窗
口。既city又country，成为网友对“村奥会”的独特
感悟。面向未来，当地准备在2026年举办面向“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村超”友谊赛，在2028
年举办“村超”世界杯。一个小山村开放包容的姿
态，文明汇聚的视野，何尝不是开放中国、自信中
国的生动映照？

“村”字牌赛事从无到有、从散到聚、从小到
大，这份跨山越海寻发展的执着，这份咬定青山不
放松的定力，对于很多地方的发展都有启示。不
因地方小而把发展的视野缩小，不因资源有限而
让发展的底气受限。即使扎根于山村，也要有瞭
望世界的自信自立。充分挖掘各地文化资源，调
动群众参与发展的积极性，找到人无我有、人有我
优的独特优势，锁定发展方向，深扎进去、深挖开
来，就能撬动千里江山万顷沃土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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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旅游旺季已至，武汉、南京、
长沙等地相继宣布取消大部分景区
实名预约机制，简化游客入园流程，
提升游览的便捷性。

近两年，国内各大景区严格落实
“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实施实名预
约制，以控制人流量、分散客流，避免
因“人满为患”影响游客旅行体验。

实际上，并非所有景区都会出现
人山人海的场景，有些景区甚至常年
客流量不饱和。另外，实名预约机制
下，不同景区往往采用不同的预约系
统，一趟旅程要在多个平台“抢”门
票，不仅令年轻人感到头疼，对老年
人更是极不友好。去年暑期，景区和
博物馆预约难、抢票难问题密集爆
发，“卡点抢票”“黄牛倒卖”等话题成
为网络热点，让“说走就走”的旅行受
限。

取消实名预约制，提升了旅游体
验，也带动旅游热度上涨。今年6月，
北京、上海、苏州等地就已宣布取消
多个景区的预约制。以北京为例，恰
逢毕业季和暑期，叠加多个景区取消
预约制度，近一个月，北京市景区门
票预订订单量环比增速达 45.4%，订
单人次环比增速达61.2%，住宿（含酒
店、民宿）预订量环比增速达 40.6%，
北京成为今年7月全国最热门的旅游
目的地。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
取消实名预约制，景区将面临更大的
游客流量波动和不确定性，无疑增加
了管理难度。是否取消预约制，要因
地制宜、张弛有度、动态调整，以服务
游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为目标，做
好预案、完善信息服务、现场服务等，
争取让更多游客感受到便利与舒适。

景区取消预约需张弛有度
□ 湖北日报评论员 张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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