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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群蒙古野驴现身内蒙古乌拉特草原
记者从内蒙古乌拉特后旗林草

局获悉，近期，8只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蒙古野驴现身乌拉特草
原，这是最近几年来当地首次发现
成群的蒙古野驴。当地林草部门工
作人员和牧民及时帮助它们觅食、
饮水，让它们自由自在地生活。

乌拉特梭梭林—蒙古野驴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地
处中蒙边界，总面积68000公顷，是
我国天然梭梭林、蒙古野驴分布的
重要地区。蒙古野驴是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生活在内蒙
古北部、中蒙边境地区等地，有集群
活动的习性。

最近一个时期，工作人员在保
护区内日常巡查时发现8只蒙古野
驴在草地上悠闲觅食。随后，工作
人员和当地牧民通过喂食等方式引
导它们到更适合觅食、饮水的草场
活动。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蒙古野
驴结伴而行，一边追逐一边觅食，还
不时警觉观察周围环境，一旦发现
异常情况就会加速奔跑。当地牧民
巴图说：“最近几天，我们每天都能
看到这些蒙古野驴出来吃草，这在
过去比较少见。我们都是远距离观

察、投喂干草，防止它们受到惊吓。”
据乌拉特后旗林草局局长苏俊

介绍，成群蒙古野驴的出现，与草原
生态持续改善、牧民保护野生动物
意识不断增强密不可分，意味着乌
拉特草原生态保护初见成效。现
在，他们已在保护区内设立5处野生
动物固定饮水点和饲草料投喂点，
选派专人定期供水、补充草料，有效
避免蒙古野驴等野生动物因无法取
食、饮水而导致死亡现象的发生。

苏俊说，工作人员正对蒙古野

驴加强观察，加大巡查巡护力度，坚
决制止人为干扰活动，严防不法分
子非法捕猎行为。他们将继续加强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争取让更
多的蒙古野驴和其他野生动物重新
回到人们的视野。

目前，该保护区已建成野生动
物管理站、救护站等基础设施，开设
4条野生动物迁徙绿色专用通道，可
为中蒙边境地区的蒙古野驴等野生
动物提供更为广阔的觅食、活动场
所。 新华社记者 李云平

昆明海关向文物部门移交
银币银条等700余件罚没文物

昆明海关依法没收的清
代至民国时期银币银条等
768件文物，经云南省文物局
协调，近日交由云南省博物
馆、红河州博物馆和文山州
博物馆收藏。本次移交，创
下云南省近10年来海关单次
移交文物数量之最。

昆明海关财务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为走私文物进出
境，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通常
将文物以夹藏、伪报品名或将
文物与普通物品混装等方式
逃避海关监管。此次昆明海
关财务处与国家文物进出境
审核云南管理处两部门加强
联系配合，进一步疏浚海关查
扣走私文物后续移交处置渠
道，对提升海关正面监管威慑
力、强化规范跨境文物正常交
流等具有重大意义。

“通过此次合作，我省文
物进出境协作执法机制将更
加完善，打击文物犯罪将更
加有效，社会流散文物资源
配置也将更加合理。”国家文
物进出境审核云南管理处负
责人赵云说。

新华社记者 庄北宁 严勇

内地与澳门
签署驾驶证互认换领协议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记者任沁沁）记者20日从公
安部获悉，公安部近日与澳
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内地
与澳门驾驶证互认换领协
议，协议将自2023年5月16日
起生效。

根据签署的驾驶证互认
换领协议，内地与澳门承认
对方核发的有效驾驶证，一
方准许持有对方驾驶证的人
员直接驾车或者免试换领驾
驶证。互认换领的驾驶证准
驾车型包括小型汽车和小型
自动挡汽车。对持有效正式
澳门驾驶执照的澳门永久性
居民，持正式澳门驾驶执照，
以及身份证明原件、身体条
件证明、照片，可以直接免试
换领内地驾驶证，无需参加
考试；持有效内地纸质驾驶
证人员，在入境澳门14日内
可直接驾驶规定车型，无需

换领澳门驾驶执照；入境超
过14日需继续驾车的，经澳
门治安警察局交通厅登记后
一年内可以在澳门直接驾驶
规定车型。

内地与澳门驾驶证互认
换领，将直接惠及内地与澳
门旅游、探亲等人员，更加便
利内地和澳门居民驾车出
行，更好促进内地与澳门交
流发展。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此前，内地与香港已经实
现了驾驶证互认换领。内地
与澳门驾驶证互认换领，将
大大便利粤港澳大湾区居民
往来，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下一
步，公安部将积极指导地方
公安交管部门做好内地与香
港、澳门驾驶证互认换领工
作，进一步便利内地与港澳
居民驾车出行。

成群蒙古野驴现身乌拉特草原。新华社记者 李云平 摄

移交的银币银条等文物。
周芫吉 摄

新华社天津2月20日电
（记者周润健）天文科普专家
介绍，2月22日傍晚，西南方低
空将上演“浪漫一幕”——明
亮的金星与极细的月牙近距
离相伴，赏心悦目，煞是好看。

金星伴月是最好看的
“星月童话”，这是因为通常
情况下，金星和月亮是夜空
中最亮的两个天体，且二者
相伴时，月相一定是如钩般
的蛾眉月或残月。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
科普专家修立鹏介绍，金星的
绕日公转轨道位于地球绕日
公转轨道以内，有时作为“晨
星”出现，有时又变身为“昏
星”出现。简单来说，人们几
乎只能在凌晨或傍晚这两个
时间段用肉眼看到金星。

由于金星总在太阳附近
出现，所以每到农历月末月
初的日出日落时，经常会出
现金星伴月的景观，这也是
很多天文和摄影爱好者追逐
的目标。2月的金星仍为“昏
星”，于日落后出现在西方天
空，所以月亮只能在傍晚与
它“邂逅”。

金星伴月虽不算是什么
罕见天象，但考虑到发生时
间、星月距离、天气状况等诸
多因素，并不是每次出现都
适合观赏和拍照。

这次的金星伴月观测条
件很好。22日农历二月初三，
日落后一弯极细的月牙镶嵌
在天幕上，散发着明亮而不刺
眼的光芒。金星与月亮相距2
度左右，相当于4个满月视直
径般大小。金星亮度为-3.9
等，犹如一颗耀眼的钻石。金
星落下前的可观测时间有1个
多小时。此时夜空中第三亮
的天体木星就在距离它们大
约8度处，亮度-2.1等，也非
常显眼。两颗亮星一近一远

“护航”在“月亮船”旁，让这
幅浪漫的画面更具观赏性。

“届时只要天气晴好，我
国感兴趣的公众只需寻找适
合的地景，凭借肉眼就能欣
赏到这幕‘星月童话’，以及

‘新月抱旧月’（又称地照，指
由于地球表面将太阳光反射
至月球暗面，在弯月牙的怀
抱中，整个月面隐约可见）现
象。”修立鹏说。

新华社太原2月20日电（记者王
皓）标着“初级农产品”的药材，被直
播间夸大为能治多种疾病的“神
药”；身着白大褂的老人，配合着主
播在一旁称药、打包；将医疗词汇拆
分重组成新型营销话术，以躲避违
禁词审查。近期，记者调查发现，一
些养生类账号活跃在网络直播平
台，违反国家规定暗中或违法“行
医”，真假难辨，扰乱市场秩序，给消
费者和患者带来危害。

暗中开“中药方”功效存疑

记者在某直播平台看到，主播
举着一袋名为“散结汤”的产品介绍
道，“家人们，只要你身上有囊什么
肿、息什么肉，疙里疙瘩、鼓里鼓包，
不管在甲上的、肺上的、前胸的、后
背的、胳肢窝的、四肢的，通通都可
以把咱们的汤汤喝上，拍2号链接6
大包30次。”

其间有多位网友描述自己的症
状，虽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但经过
主播的“诊断”后，都推荐了同一款
产品。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后记者发
现，主播提及的“囊什么肿”等“奇
怪”的词汇，实际上都是医药类术
语：囊肿、息肉、结节、甲状腺、汤药
等，之所以这样说，目的是为了躲避
平台的违禁词审查。

而在该款“散结汤”的详情页
中，中差评达到数百条，有消费者写
道：“喝了一段时间，啥效果也没有，
病情严重的千万别乱买”“在药房里
买同样的东西，比这里便宜好几倍”

“打开一包，还混杂着一根生锈的钉
子”……

在另一个数百人的同类型直播
间，主播不断重复着产品的“万能”
功效：额头热热的、嗓子咳咳的、阿
嚏阿嚏的，全家人都能喝，放心喝，
这款已经卖出8万多单了。当记者
提问“不需要医生把脉诊断，就能直
接开方子吗”，随即显示已被对方拉
黑并“踢”出直播间。

而在一个名为“XX堂养生”的
直播间，除了主播之外，还有一位穿
着白大褂的老人一言不发地称药、

打包。主播表示，自己跟着这位老
前辈在线下做了7年的“姨妈汤”，专
注于女性健康，有淤淤、堵堵各种问
题的，先拍个10包带回去。

当网友在公屏上提问“是中药
配方吗？”“老前辈是医生吗？”主播
马上回应说，虽然写着“初级农产
品”，确实是“中中”配方，这位老师
也是“医医”“doctor”，是有证的，但
是不能给你们看，要被封号的。

消费者还发现，在多款热销中
药类产品的评价中，充斥着不同账
号上传的相同评价和配图；还有部
分商家通过添加患者微信，引导至
第三方平台进行交易，以谋求更多
不正当利益。

监管不足带来多重隐患

当前直播平台“开药方”、售卖
中药材存在多重违规行为，同时暴
露了监管审查方面的漏洞，不利于
中医药市场的健康发展。

——用“农产品”“食品”等替换
概念蒙混过关。记者调查发现，此类
直播间所售卖中药产品的营业执照
上，大多都有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
农产品初加工等关键词，以此规避更
为严格的药品类资格审查。一位店
铺商家表示，直播平台不能直接卖
药，直播间里也不允许随意讲医药类
相关的词汇和产品，因此将药品的概
念和功效转移到日常用品或者食品
上面，就更容易在平台过审。

——违规直播卖药，夸大治疗
效果。2022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九部门联
合印发《2022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
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
提出，严肃查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身份之便直播带货。“医
生直播带货是违规行为，假借医生
之名直播行医卖药更是违法行为。”
山西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兰贵说，
直播间卖药号称“一人一方”，实则

“千人一方”，盲目吃药对身体有很
大危害，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治疗方
法也不同，需要辨清寒热、对症下
药。

——平台监管缺位，资质把关

不严。受访业内人士表示，一些直
播平台规定，禁止发布处方药和非
处方药，包括国产、国外药品，但对
于商家有意偷换概念、挂羊头卖狗
肉等行为，平台监管并不严，存在一
定的监管漏洞，导致更多不法商家
和个人有了可乘之机。

需多方合力治理直播“行医”

直播平台监管不到位，商家打
“擦边球”躲避审查，患者病急乱投
医，多种因素导致了互联网直播间
里的“行医”乱象，其治理也需要多
方合力。

山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流
通监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
2022年发布的《药品网络销售监督
管理办法》，药品网络销售企业应当
按照经过批准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范
围经营，未取得药品零售资质的，不
得向个人销售药品。

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耿晔强说，对于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电商类平台应切实履行监管职责，
面对不断变种的违规行为，审查过
程要更加细致全面，并对涉嫌违反
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违法
行为跟进查处，营造良好的网络营
商环境。

业内人士建议，国家相关部门
和行业协会要结合网络销售新形势
新特点，更有针对性地完善监管措
施，执法部门要加强对不法企业及
从业人员的打击力度，提高违法成
本，维护公众身心健康和消费者权
益。

受访专家表示，虽然网络购物
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消费习惯，但药
品是特殊商品，消费者和患者要优
先选择线下就医和实体药店。确需
网络购药时，要格外擦亮眼睛，查看
网上药店是否具备药品交易服务相
关资质。

胡兰贵认为，还要进一步规范
医护人员直播等自媒体行为，引导
医护人员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宣传
相关医学健康知识，对患者和公众
进行健康指导，这既符合大众的需
求，也是医疗工作者价值的体现。

打“农产品”幌子开“方子”
——网络直播间“行医”乱象调查

明晚天宇有好戏

金星伴蛾眉 新月抱旧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