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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3月31
日电 3月30日、31日，主
题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译界的责任”的2024中国
翻译协会年会在湖南长沙
召开。此间发布的《2024
中国翻译行业发展报告》指
出，我国翻译人才为国家发
展大局和各领域事业提供
良好支撑，复语型人才需求
增加较多，翻译人才高知化
趋势明显。

为全面深入了解我国
翻译行业面临的问题、挑
战和未来发展需求，中国
翻译协会自 2012 年起开
展国内翻译行业调查，对
翻译行业的现状、特征、问
题、趋势等进行调研分
析。自2023年起，中国翻
译协会新增全球翻译行业
发展报告。

《2024中国翻译行业
发 展 报 告》显 示 ，截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全国
范围内（不含港澳台地
区）经营范围包含翻译业
务的企业数量为 623260
家，以翻译为主营业务的
企业数量为11902家。国
内翻译企业总产值继续保
持稳步增长，相较2022年
增长了 5.6%。我国翻译

人才规模也持续增长，总
人数达到 642 万，翻译从
业人员数量相比 2022 年
增长了6.8%。

报告指出，在翻译技
术发展与创新方面，经营
范围中含有“机器翻译与
人工智能翻译”业务的企
业数量持续迅速增长，由
2022年年底的588家增长
至 2023 年 年 底 的 839
家。翻译技术发展前景广
阔，八成以上翻译企业积
极拥抱大模型技术，七成
以上相关院校开设有机器
翻译相关课程。

中国外文局局长、中
国翻译协会会长杜占元
说，展望我国翻译行业未
来，要聚焦国家需求，加强
国家翻译能力建设，讲好
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发
挥中国翻译协会引领作
用，加强协同联动，拓展对
外交流互动，不断提升中
国翻译界的国际化水平和
国际影响力。

本次年会由中国翻译
协会、中国外文局翻译院、
湖南师范大学主办，此外还
举办了多场论坛及翻译行
业优秀成果推介会。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30 日
电 记者3月30日从中央网信
办获悉，为集中整治涉企侵权信
息乱象，切实维护企业和企业家
网络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近日
印发通知，部署开展“清朗·优化
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涉企侵
权信息乱象”专项行动。

据悉，本次专项行动聚焦侵
犯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网
络信息内容乱象，通过压实网站

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站平台受
理处置涉企信息举报工作，重点
整治无事实依据凭空抹黑诋毁
企业和企业家形象声誉、炮制传
播虚假不实信息、敲诈勒索谋取
非法利益、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
营秩序和恶意炒作涉企公开信
息等问题。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
示，各地网信办要指导督促属地
网站平台对照专项行动目标任

务，加强信息管理，深入清理存
量涉企侵权信息，强化热搜榜单
等重点环节管理，严格要求相关
账号、MCN机构不得炒作营销
涉企侵权信息。中央网信办鼓
励支持企业和企业家依法维护
自身权益，对“顶风作案”、情节
严重的网站平台和账号严格依
法处罚，对各类典型案例予以公
开曝光，切实营造良好的营商网
络环境。

据新华社长沙3月31
日电 记者从湖南省地质
博物馆了解到，近日该馆专
业技术人员在湖南常德开
展古生物化石产地野外调
查时，采集到一块保存完整
的寒武纪早期大型海绵化
石，距今约5.4亿年，这是
该馆自1958年建馆以来采
集到的首枚完整的海绵化
石。

据湖南省地质博物馆
古生物专家童光辉介绍，
专业技术人员在本次调查
中共采集到 15 块化石标
本。其中，这块寒武纪早
期的大型海绵化石保存完
整，根据化石产出的地层
层位判断，此次发现的海
绵化石距今约5.4亿年，比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早了约
2000万年。

海绵距今6亿年前就
已经出现在地球上的海洋
中，附着固定在海底的沉
积物上，从流经体内的海
水中获取食物。海绵是最
原始的能进行生物矿化作
用的动物，它们可以通过

固定海水中的硅酸根离子
来形成硅质的骨针，是地
球上最早参与硅元素循环
的动物。

“这个时期保存完整
的大型海绵化石十分罕
见，是研究海绵动物早期
演化的重要科学材料。”童
光辉说，海绵化石的轮廓
高 4 厘米，最宽处 3.5 厘
米，石板上硅质骨针形成
的海绵的整体构架都得以
完整保存。

据西北大学地质学系
研究员韩健介绍，经初步
鉴定，这块化石属于钱包
海绵类化石，这也是云南
澄江动物群（距今5.18 亿
年）中常见的代表性化石
之一。

“它的发现说明当时
的海洋已经具备较高水平
的初级生产力，丰富的浮
游生物能够支撑大型海绵
的生存。”童光辉称，当时
的海洋中很可能还生活着
大量其他物种，未来进一
步野外调查有望证实这一
推测。

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开始试点，托育机构监控
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90天，
多措并举保护快递用户个人信
息……2024年4月，一批将要施
行的新规带来美好生活新愿景。

●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开始试点

为更好保障工伤职工权益，
人社部等三部门印发关于开展
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试点工作的通知，自4月1日
起，全国各省份将试点开展工伤
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通知要求，由各省份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人社部门选择部
分地市启动试点，试点地市人员
可持社保卡直接结算跨省异地
就医住院工伤医疗费用、住院工
伤康复费用和辅助器具配置费
用。试点期限为一年。

●托育机构婴幼儿生活场
所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
90天

4月1日起施行的推荐性卫
生行业标准《托育机构质量评估
标准》，对托育机构的办托条件、
托育队伍、保育照护、卫生保健、
养育支持、安全保障、机构管理
等评估的内容进行了规定。该
标准适用于对为3岁以下婴幼
儿提供全日托照护服务的机构
（含幼儿园的托班）的评估。对
提供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
照护服务的托育机构的评估可
参照执行。

评估标准提出，托育机构应
具备安全设施设备，安装一键式
报警、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婴
幼儿生活场所安装监控设备且
全覆盖。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期
不少于90天。婴幼儿生活用房
应布置在3层及以下，婴幼儿用
房明亮，天然采光等。

●“最小范围”采集寄递服
务用户个人信息

4月1日起实施的新版《快
递服务》三项系列国家标准细化
了国内快递服务时限，提出了从
业人员权益保护要求，强调了快
递用户个人信息采集、存储、使
用中的数据安全以及合理确定
服务费用等要求。

新版标准规定，快递服务主
体采集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
应限于实现快递服务目的的最
小范围，包括姓名、联系方式、寄
件（收件）地址、寄递物品信息、
身份证信息等，不应过度收集用
户个人信息。快递电子运单应
采取隐私面单等技术措施保护
用户个人信息。

●水果、畜禽肉、水产品不
超过4层包装

4月1日起实施的《限制商
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
产品》（GB43284－2023）强制
性国家标准，明确了蔬菜（含食
用菌）、水果、畜禽肉、水产品和
蛋五大类生鲜食用农产品是否
过度包装的技术指标和判定方
法。

该标准规定蔬菜（包含食用
菌）和蛋不超过3层包装，水果、畜
禽肉、水产品不超过4层包装。同
时，在“销售包装”的定义中特别
注明“不包括物流防护包装以及
冷却、气体调节、防潮等保鲜保活
功能性用品”。

●不得在中央储备棉中掺
杂掺假

《中央储备棉管理办法》自4
月1日起施行。

办法提出，中央储备棉的轮
换、收储、动用实行计划管理，任
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
自动用，不得侵占、破坏、挪用。
中储粮集团和承储企业不得擅
自变更中央储备棉储存库点，不
得虚报、瞒报中央储备棉数量，
不得擅自串换中央储备棉品种，
不得在中央储备棉中掺杂掺假、
以次充好，不得故意拖延中央储
备棉出入库等。

●加强电能质量管理

《电能质量管理办法（暂
行）》自4月1日起施行。

办法提出，电网企业应当加
强对新能源场站并网点、10千
伏及以上接有干扰源用户的公
共连接点的电能质量问题分
析。由于发电企业或电力用户
影响电能质量或者干扰电力系
统安全运行时，发电企业或电力
用户应采取防治措施予以消除。
（据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4月1日起，一批新规开始施行

3 月 31 日，在
天 津 棉 3 创 意 街
区，市民在海河旧
书市集活动上挑选
书籍。

当日，海河旧
书市集活动在天津
棉 3 创 意 街 区 启
动。活动以“阅旧
知新 文古润津”为
主 题 ，现 场 提 供
6000 多 册 旧 书 供
市民挑选，并举办
专题文学藏品展、
民俗文化讲座等特
色活动。

（新华社发）

我国翻译人才
规模持续增长

湖南发现完整海绵化石
距今约5.4亿年

中央网信办
开展专项行动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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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10个
字曾是轰动全网的辞职信。时过境迁，写
辞职信的老师已被大家忘记，但她却唤醒
了许多人心中藏着的诗和远方。

王春月是“80后”，目睹母亲辛劳一
生养大几个孩子，她结婚后也像母亲一
样，全身心地投入到家庭中，悉心照顾丈
夫和孩子。节假日，她还要抽出时间到父
母、公婆家帮忙。王春月说，她的时间一
半给了工作，一半给了家人，从来没有过
属于自己的时间。

“以前，我认为生活就是围着家人和
工作转。‘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在我
心中激起无限涟漪。从那一刻起，我的
生活发生了变化，看到了不一样的世
界。”王春月说，现在，她每年都会抽出几
天时间，到各地转转看看，放松一下心
情，然后再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生活
中。

3月30日，武陟县梨花节开幕，王春
月和朋友一起去赏花，看到大片大片白如
雪的梨花，心情无比畅快。王春月说，我
们的生活中从来不缺诗和远方，缺的是我
们对生活的态度。从2016年至今，她在
生活和工作以外，走遍了河南的18个地
市，开拓了视野，也感受了不同城市的人
文风俗。

说到旅行，不同年代的人，对此有不

同的认知。市民赵建国是“60后”，他认
为旅行是很正式的事情，要提前规划好旅
游时间和旅游地点，作好准备才能出门；
刘刚是“90后”，他认为旅游的目的地不
重要，重要的是和喜欢的人一起看不同的
风景；韩晓宇是“00后”，他可以为了一顿
美食，远赴千山万水，也可以用一天时间
往返一个陌生的城市，主打一个来过就
好。无论是哪种方式，如今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走出家门，看家以外的风景。

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
粉嘟嘟的桃花、红艳艳的海棠、雪白的
梨花，还有那富贵的牡丹、圣洁的玉兰
花……在百花绽放之际，邀三五好友，
赏花、品茗、斗诗，风雅韵事，让人向往。

周末，周明和好友相约，一行四个家
庭来了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们先到武
陟县看百亩梨园，又到博爱县看桃花，一
路向西到洛阳市赏牡丹，打卡洛邑古城。
两天时间，大家玩得特别开心。周明说，
现代社会工作节奏快、压力大，短途旅行
是最好的放松。

“乡村振兴，文旅先行。现在的焦作
和以前可不一样了，处处都是美景，无论
是城区还是周边乡村，都有属于自己的文
化‘符号’，我每个周末都会抽时间出门走
走。”周明说，世界那么大，我们一定要去
看看。

如果你是在焦作生活多年的
“60后”“70后”“80后”，被人问起
焦作哪里有卖电脑的，你一定会回
答：“烈士街与果园路交叉口。”是
的，在很多焦作人心中，这个十字路
口闪烁着“科技之光”，带着几代焦
作人了解计算机，接触到数字时代。

市民贾女士是一名“60后”，
在周边亲朋好友眼中，她也称得上
是个喜欢“赶时髦”的人。2000年
左右，她购买了家里的第一台电
脑。“到郑州东风路和文化路交叉
口看了好几趟，最终才定下来。买
回来的电脑块头很大，显示器尤其
笨重，专门为这台电脑配备了电脑
桌，还制作了显示器罩，每次开机
都小心翼翼。”贾女士说。

为了熟练使用这台电脑，贾女
士和丈夫还专门去上了“培训班”，
主要学习内容包括开关机、浏览网
页、五笔打字、发送邮件等。她回
忆，当时工作中用到电脑的场景还
不多，她购买这台电脑纯粹是为了

“赶时髦”，下班后，她和丈夫还邀
请好友到家里“玩电脑”。用电脑
登录QQ号加好友聊天，也被认为
是很时髦的事情。

没过多久，焦作也有了“电脑
城”，位置就在市烈士街与果园路
交叉口。“儿子2002年到南京上大
学，2003年，我在焦作刚开业不久
的光源电脑城购买了一台电脑，供
儿子学习使用。”市民李先生说，他
购买的这台电脑花费将近 8000
元，相当于儿子上大学一年的花
销，电脑在当时算是奢侈品。

李先生回忆，当年他购买电脑
时，对相关知识一窍不通，甚至连服
务员介绍的显示器、主机、硬盘、键
盘、鼠标、内存等词语也很陌生，电
脑城的工作人员把电脑帮他搬回家
组装好，他感觉十分新奇。“后来，还
闹过一次笑话，有一天我在家里鼓
捣半天开不了机，以为是电脑坏了，
打了售后电话，工作人员上门查看

后发现，显示器开关没开。”想起当
时的情形，李先生仍忍俊不禁。

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
展，电脑进入千家万户，成为工作、
生活的必需品。市解放路、站前
路、工业路等多处也开设了“电脑
城”，市民选购电脑越来越方便。
光源电脑城现场管理负责人周玉
英介绍，电脑城刚开业时只有一
层，后来逐步发展到四层，最辉煌
的时候大约在2010年，当时，电脑
城每天都是人潮涌动，选购电脑的
人排队等待工作人员介绍。

电脑城，承载着一代人的记
忆。后来，随着网购的兴起，很多
人从线下转为线上，在网上配置、
购买电脑。我市一名从事多年电
脑销售的工作人员说，大约在
2013年以后，线下销售电脑的好
形势急转而下。电脑城的人流量
也越来越少，但直至今日，我市一
些老顾客仍习惯到光源电脑城周
边挑选产品。

3月30日，记者在烈士街与果
园路交叉口采访时发现，这个十字
口以东的烈士街南北两侧，集中着
多家电脑、各类数码产品及周边销
售店铺。以光源电脑城为中心，该
路口已成为焦作人心中的“数码产
品集中地”。在此处经营的商户
中，有不少是从事数码产品销售的
老店。“随着科技的发展，数码产品
早已进入千家万户，这类产品更新
换代很快，功能越来越多，为了满
足工作需求，很多人会同时配置好
几台电脑，甚至两三年就更换一
次。”趁着周末，从修武县来此选购
打印机的一名顾客说，与线上选购
相比，他更习惯到现场选购相关产
品，对此处的店铺都很熟悉，小到
鼠标、大到整套办公设备，随挑随
买随时带走，很方便。

上图 市烈士街与果园路交
叉口，有焦作人关于电脑的记忆。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摄

北朱村星期天市场、焦东星期天市
场、每月逢九嘉禾屯集会、每月逢三安阳
城集会、每月逢六阳庙集会……要问焦作
周边哪里有人气，不妨到集会上体验一
把。当下，赶集成为“赶时髦”，不仅能体
验到满满的烟火气，还能深度融入接地气
的生活。

市民康先生今年54岁，他喜欢上赶
大集，缘于去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康
先生在工作之余喜欢养花种菜，去年他搬
到一处小院居住，院里的一片空地被他打
造成了菜园。收拾好了菜园，就想着买点
菜苗和种子，在朋友的建议下，他趁着周
末第一次到北朱村星期天市场。“市场上
不仅有各种种子，还有很多农具，衣服、鞋
子、小吃也应有尽有，太热闹了，非常值得
一逛。”康先生说，“走进大集，耳边就会被

‘随便尝’‘随便装’的叫卖声环绕，没有人
能经得住商贩的热情，没有人能空手离开
大集。”

从那以后，只要有时间，康先生就会
寻找市区周边的大集。他说，大集有很强
的地域特点，虽然都在焦作周边，但每个
地方的大集都有地方特色，很多当地的土
特产，在大集上都能找到。比如，秋收时
节，修武县西村乡的大集上有种类丰富的
柿子，温县的大集上则有各种品相的山
药。富有地方特色的小吃，比如炒凉粉、
甜麻糖、芝麻糖等，也都能在大集上找
到。可以说，只要赶上了大集，没有人会
空着肚子走出来。

赶集，在我市很多地方又被称为赶
会，我市很多村子都有延续了数十年甚
至上百年的古会。这些古会，是周边村
民的商品交易场所。“村里一年有两次
会，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就有。以前，
每年村里赶会这两天，学校都会放假。
家家户户像过年一样，会提前准备一些
美食招待亲朋，热闹得很。”今年57岁的
市民张先生说。摩肩接踵的人潮、此起
彼伏的方言叫卖声，目不暇接的特色商
品、跟在父母身后拿着糖果的孩童……
这样的场景，至今仍深深刻在他的脑海
里。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购物
渠道越来越多，逛街购物不再被很多人当
成选择。有很多地方的古会，也由原来的
一天变成了半天，古会上的摊点也越来越
少。张先生村里一年两次的古会，也是如
此。但是，他仍会在每年的这两天抽出时
间回老家赶会。“这是一种特殊的群体记
忆、文化象征，回去转转，感受到的是接地
气的生活。”他说。

事实上，我市很多年轻人对乡村集市
也情有独钟。繁忙紧张的生活之余，到露
天大集上逛逛，正被年轻人认为是“赶时
髦”的土味休闲方式。“伴随着商贩的大声
吆喝，走走逛逛看个稀奇，很难不被那热
腾腾的生活气、暖人心的乡土情打动。”今
年32岁的于欣然说，乡村集市充满土味
和喧嚣，却能让身处其中的人们体验到时
尚和宁静，这的确很神奇。

烈士街与果园路交叉口：

一个十字路口的
“科技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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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那么大，一定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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