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配音师因认为自身作品被短
视频平台利用AI生成语音产品，
严重侵犯了自己的声音权益， 将
短视频平台及制作方等5家公司
诉至法院。 4月23日， 北京互联
网法院一审开庭宣判了这起全国
首例AI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
最终原告获赔经济损失25万元。
（4月24日 《北京青年报》）

当前， 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
进、 日新月异、 应用广泛， 这是

人类之喜， 但新技术的应用必须
有边界 。 正如法官强调的 ， 声
音作为一种人格权益， 具有人身
专属性， 任何自然人的声音均应
受到法律的保护， 对录音制品的
授权 并 不 意 味 着 对 声 音 的 授
权 ， 未 经许可 ， 擅自使用 、 许
可他人使用录音制品中的声音，
构成侵权。

人工智能是研究、 开发用于
模拟、 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

论、 方法、 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
门新的技术科学。 世界未来的发
展需要人工智能 ， 甚至离不开
它， 但这项技术的应用必须合法
合规 ， 因为该技术涉及 伦 理 和
法律问题， 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总之， 首例 “AI声音侵权案” 宣
判具有示范意义， 必须对新技术
保持足够敬畏， 由此才能不偏离
正轨。

□刘天放

为方便消费者清晰辨识预包
装食品标签标识， 4月23日， 山
东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优化预
包装食品标签标识宣贯活动。 活
动鼓励和引导全省食品生产企业
和小作坊规范标签标注行为， 积
极营造信任、 贴心、 安全、 放心
的食品消费环境 。 （4月 25日
《中国市场监管报》）

位置不好找、 标注不清晰、
易除抹脱落……眼下， 一些食品
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保质期的字号
过小， 识读困难； 部分包装上标
注的字体颜色与包装底色过于接
近， 增加了识别难度， 尤其是让
老人看起来费劲费力。

生产日期是消费者判断商品
是否还在保质期内的重要信息。
清晰、 易读的食品日期标签能更
好地提升消费者购买体验。 生产
日 期 不 好 找 ， 侵 犯 消 费 者 知
情 权 和选择权 ， 亟待监管部门
依法加以规范。 规范标注预包装
食品日期， 是尊重和保障消费者
合法权益的体现， 也是推动食品
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要在
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基
础上， 进一步加强对食品安全的
监管 ， 依 法 查 处 不 符 合 法 律
法 规 和 国家标准的标注方式 。
一方面， 督促生产商加大对食品
日期标签的重视程度， 提高生产
日期和保质期标识的准确度和清
晰度； 另一方面， 食品标签的规
范标准， 要有更加科学的分类细
化， 监管部门要加大指导监管力
度， 让企业生产有更明确的方向
路径， 提高食品标签的规范化水
平， 保障广大消费者明明白白地
消费。

食品日期标签是消费者做购
买决策最直接的参考依据， 也是
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最能直接知
晓的部分。 有必要给食品生产日
期细化规定、 统一标准， 以更加
醒目的方式呈现给广大消费者。
只有充分尊重消费者知情权和选
择权 ， 才能更好地建立企业信
誉， 赢得市场青睐。

□吴学安

记者从人社部召开的2024年
一季度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今年
以来， 就业实现良好开局。 1月至
3月，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03
万人， 同比增加了6万人。 3月，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 就
业形势总体稳定 。 （ 4月 24日

《工人日报》）
就业是民生之本。 今年一季

度 ， 市场招聘需求热度上升 ，
“春风行动” 期间， 全国累计发
布岗位 4300多万个 ， 同比增加
10%。 重点群体就业有所改善 ，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规模有所增
加， 3月末， 脱贫人口务工规模
3049万人。 1月至3月， 实现失业
人员再就业113万人， 为近年同
期较高水平。 稳定的就业局势，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撑。

就业开局良好， 得益于经济
回升向好，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工
业实现较快增长， 特别是新质生
产力等新动能不断培育； 得益于
政策靠前发力， 经济金融等稳增
长、惠民生政策密集出台，各地着
力优化营商环境， 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为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各地各部门要继续将就业摆在经
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 进一步
强化政策引导， 扎实做好促就业
工作， 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
分就业，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扎实做好促就业工作， 要积
极挖掘就业岗位。 各地要坚持市
场就业导向， 努力拓宽市场化社
会化就业渠道， 持续挖掘政策性
岗位资源， 实施降低失业、 工伤
保险费率等政策， 落实和完善稳
岗返还、 专项贷款、 就业补贴等
政策， 加强对民营经济、 中小微
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支持， 强化
政策激励经营主体吸纳就业、 集
成政策对就业的牵引力， 充分释
放稳岗效能， 为劳动者提供更多
就业机会。

扎实做好促就业工作， 要努
力拓宽就业渠道。 实施先进制造
业促就业行动， 加快培育数字经

济、 银发经济等就业新增长点，
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深
入实施重点群体创业推进行动，
开展创业资源对接活动， 充分发
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助
力劳动者更充分 、 更高质量就
业。 同时， 要在缓解就业结构性
矛盾上下功夫， 完善高校学科专
业设置 ， 实现学科专业与产业
链 、 创新链 、 人才链的相互匹
配、 相互促进， 加快提升劳动者
技能素质， 使其更好适应市场需
求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

扎实做好促就业工作， 高校
毕业生、 农民工等重点群体， 是
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促进高校
毕业生就业， 既要通过政策支持
拓宽市场化就业渠道， 也要积极
拓展政策性岗位资源， 还要有针
对性地将招聘会、 公共服务送进
校园， 向广大毕业生提供足质足

量的岗位。 促进农民工等重点群
体就业， 做好失业人员和困难人
员就业工作， 既要畅通信息， 增
加选择， 坚持外出转移就业和就
地就近就业并重， 将更多岗位送
下乡、 送进村、 送上门， 也要健
全兜底帮扶体系， 完善就业援助
制度， 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帮扶，
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

就业关乎国计民生， 关乎千
家万户。 我国有14亿多人口， 其
中劳动年龄人口超8.6亿 。 解决
好就业问题， 始终是经济社会发
展 的 一 项 重 大 任 务 。 各 地 区
各 部 门要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
高度通盘考虑， 落实落细各项政
策 ， 加力推动就业形势持续好
转 ， 推 动 就 业 这 个 最 大 的 民
生 工 程 、 民心工程和根基工程
落到实处， 为经济社会发展蓄势
赋能。

记者近日采访发现， 不少求职者在求职时受
到空窗期的影响。 所谓 “求职空窗期”， 即求职
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从学校毕业或结束上一
段工作之后， 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工作。 不少求
职者反映， 这一段没有工作经历的空窗期已经成
为求职路上无法忽视的阻碍。 （4月25日 《法治
日报》） □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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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好就业问题 ， 始
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
重大任务 。 各地区各部门
要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
度通盘考虑 ， 落实落细各
项政策 ， 加力推动就业形
势持续好转 ， 推动就业这
个最大的民生工程 、 民心
工 程 和 根 基 工 程 落 到 实
处 ， 为经济社会发展蓄势
赋能。

■世象漫说

■有感而发

首例“AI声音侵权案”宣判具有示范意义

“以前干活累了， 找个地方
歇歇。 现在我们有休息室了， 可
以好好放松下。” 建筑工人李大
国说。 李大国提到的 “休息室”，
位于浙江舟山市西堠门公铁两用
大桥金塘岛侧， 是舟山市首个建
在重点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的劳动
者驿站， 也是甬舟铁路全线首个
劳动者驿站。 （4月25日 《浙江
工人日报》）

该劳动者驿站用集装箱搭建
而成， 分为休息区和功能区。 走
进休息区 ， 坐椅沙发 、 冰箱电
视、 作业指导图书、 针线雨具等
一应俱全； 功能区则主要提供急
救服务 ， 除了休息床 、 急救箱

外， 还专门放置了血压计、 除颤
仪等。 驿站24小时开放， 下班后
变成了职工休闲交友的好场所。

参与项目建设的职工， 工作
十分繁忙 ， 文娱生活也相对匮
乏， 很有必要给他们提供一个休
憩、 娱乐、 学习和交流的场所。
劳动者驿站建在项目工地上， 是
将服务送到了职工的心坎上。 更
为可贵的是， 除了基本设施， 驿
站还为职工提供量血压、 理发等
便捷服务。 如此贴心的驿站， 自
然让职工感到温暖。

工地上的劳动者驿站温暖职
工的心。 从小处说， 丰富了职工
枯燥的业余生活 ， 是职工们休

息、 学习的 “加油站”； 从大处
讲， 稳定了职工队伍， 大大提振
了队伍的精气神， 给了他们更多

的幸福感。 希望工地上的劳动者
驿站越建越多、 越建越好。

□余清明

“求职空窗期”

全力以赴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工地上的劳动者驿站温暖职工心

治理欠薪
从源头抓起是关键

乡村旅游
要避免同质化

规范食品标签
让保质期信息一目了然

鹰远： 据媒体报道， 去年以
来， 广东省德庆县人社局劳监大
队积极做好异地务工人员薪酬保
障工作， 大力抓好劳动保障投诉
案件的处置 ， 加强源头治欠工
作， 通过立案或非立案等方式解
决投诉、 举报共计133件。 治理
欠薪问题 ， 要从源头抓起 。 同
时， 还要不断创新治理手段， 建
立覆盖事前、 事中、 事后的全过
程监管闭环。

徐曙光： 近年来， 各地乡村
旅游发展迅猛， 乡村旅游项目确
实为当地农民带来了可观的旅游
收 入 。 但 在 一 些 地 方 ， 同 类
型 、 同质化的景点太多 ， 因缺
乏本地特色和文化底蕴， 并没有
吸引多少游客。 乡村旅游应避免
同质化 ， 如果没有挖掘地方特
色， 盲目效仿别人， 很难获得游
客的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