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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国家体育总局、公安部在大连联合召开足球
职业联赛“假赌黑”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新闻发布会，通报
了公安机关依法严肃查处足球领域赌球、假球等违法犯
罪情况，以及中国足协对涉案足球从业人员的纪律处罚
情况。

此次专案查实涉嫌假球、赌球比赛 120 场，涉及中
超、中甲、中乙、足协杯、女超等足球职业联赛，涉案中
超、中甲、中乙俱乐部球队41支；43名原足球从业人员遭
终身“禁足”……涉及联赛领域之广、涉案球队之多、处
罚力度之大，令人触目惊心。

自 2022 年以来，足球领域新一轮反腐举国关注，无
论是陈戌源、杜兆才等原足协官员以及李铁等原教练员
等人的违法乱纪情况，还是“假赌黑”乱象，都引发社会
舆论强烈震动。上一轮大规模足球反腐仅仅过去十多
年，中国足球又出现更为严重的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深
思之余当施雷霆之举。

客观而言，2015 年颁布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
方案》为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中国足球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在部分领域取得一定成
效。但腐败、“假赌黑”问题的再次出现，说明中国足球
改革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监管，发展轨迹出现了一
定偏差。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腐败、“假赌黑”问题严重侵
蚀足球行业肌体，严重损害体育事业形象和公信力，严
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待，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足球工
作的决策部署背道而驰。铲除足球腐败，是事关足球改
革成败的重大问题。

中国足球已出现三次大规模腐败问题，首次出现还
是在本世纪之初。之所以多年来治而不愈、抓而不绝，
在于长期以来足球领域党的领导弱化、党内监督缺失，
足球行业存在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不力，监督制约机制建
设滞后，有效监管不及时、不精准、不到位的问题。

整治足球腐败，必须牢牢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完善党
内监督机制，加强足球行业党建工作；不断推动足球行风
的转变和风气净化，压缩腐败滋生空间；持续加强足球从
业者思想政治教育，推进足球文化建设；加强宣传引导，
改善行业环境，重塑行业形象，提高行业公信力。

整治足球腐败，必须强化公安、体育等部门的协同
机制，加大联合治理力度，完善联合治理模式，形成治理
合力，强化威慑效应，提高治理效能；压实各级体育行政
部门、足协、俱乐部行业监管责任；建立完善包含刑事处
罚、行政执法和行业自律在内的完整监督惩戒体系，将
依法、依纪、依规惩治贯通一致，打好系统惩治“组合
拳”，构建整治足球腐败的长效机制。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让足球从业者因敬畏而“不敢
腐”，因制度而“不能腐”，因觉悟而“不想腐”。

中国足球要浴火重生、脱胎换骨，必须与过去一切腐
败行为、行业乱象作彻底切割。所有足球从业者都应提高
政治站位，勇于刮骨疗毒，树立红线意识，坚持底线思维；
若敢以身试法，必将付出惨痛代价。

为早日实现中国足球振兴，当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
清除各种行业污垢，还绿茵场清朗生态，才能让国人真正
看到中国足球的希望和未来。 新华社大连9月10日电

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

□丁焕松

9 月 9 日上午，我市首个大模型应用高
地“模数空间”启用仪式在珠海规划科创
中心举行。（本报9月10日01版）

大模型是指具有大规模参数和复杂计
算结构的机器学习模型。“模数空间”是我
市第一个大模型应用平台，同时也是集技
术研发、模型应用、数据交易、算力服务、
展示交流于一体的创新平台。“模数空间”
的启用，标志着我市在大模型产业开发和
应用上迈出坚实一步。

人工智能时代正加速到来。近年来，
大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语
音识别、推荐系统等方面取得令人惊艳的
成绩。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和应用
场景的不断拓展，未来在更多领域有着巨
大发展潜力。香洲区打造“模数空间”，有
助于推动大模型企业在我市集聚发展，构
筑产业生态圈，同时也有利于为各行各业
赋能增效，提升珠海城市竞争力。

大模型是未来产业的新赛道。大模型
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技术，眼下受到
各地高度重视，甚至被视为科技竞争的新
高地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我市要强化政
策支持，用好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水电减
免等扶持政策，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吸
引更多数据标注、算力服务、模型应用等相

关企业入驻，培育具有创新潜力的中小企
业，形成产业链集聚效应，努力把“模数空
间”平台打造成为大模型产业发展高地。

发展大模型关键还在于应用。近年
来，我市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大模型产业发
展，香洲区已初步具备从边缘计算 AI 芯
片、数据标注、算力中台、模型底座到垂直
行业 AI 应用的人工智能全产业基础。在
加强大模型技术研发的同时，要创造更多
有利条件，加快推动应用场景落地，积极
探索大模型在医疗、教育、交通、物流、城
市治理等更多领域的应用，为不同行业提
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打造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示范强的大模型产品应用示范标
杆，推动大模型在更多领域广泛应用。

大模型发展需要人才支撑。科技竞

争，归根结底都是人才竞争。针对当前大
模型产业人才紧缺现状，要加大高端人才
引进和培育，通过良好的发展环境，吸引
国内外优秀人才和项目团队落户发展。我
市高校众多，要发挥智力资源优势，深化
校企合作，以高校之能服务城市所需，把
学科专业建在我市未来重点产业链上，让

“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围着需求转”。通
过建立大模型人才联合培养机制，为我市
推动大模型产业长远发展，提供源源不断
的人才支撑。

抓好创新平台建设，加快培育新质生
产力，构建一流创新发展生态，就能做大
做强大模型产业，把珠海建设成为全省乃
至全国领先的大模型产业发展和创新应用
高地。

做强大模型产业 赋能高质量发展

□梅广

近日，有市民消费者提供线索：香洲区
香华路一家生鲜连锁超市涉嫌违规使用

“生鲜灯”，给肉类商品“美颜”。记者实地
走访发现确有其事。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执
法人员表示，经营者不得误导消费者对商
品的感官认知，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

（《珠江晚报》9月10日01版）
常去菜市场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明

明自己看到的肉类食品外观红润、鲜亮，
可是买回家后却显得干瘪、暗沉。其实，
这并不是你自身出现了视觉偏差，而是善
于以假乱真的“生鲜灯”在作祟。

制造“灯光骗局”的“生鲜灯”，不仅损
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破坏了市
场公平竞争环境，更会令一些存在质量问
题的食品变得“秀色可餐”，成为食品安全
风险隐患。可以说，“生鲜灯”是一种公开
的“骗术”，受骗上当的消费者要求整治

“生鲜灯”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2023年6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颁

布《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办法》并于当年12月1日正式施行，其中明
确规定全面禁用靠“灯光秀”来提升生鲜类
食品卖相的“生鲜灯”。在该管理办法正式
施行之前，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就立足于早谋
划、早部署，提前组织各类检查，在各农贸市
场率先开展“生鲜灯”专项整治行动，取得显
著效果。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个别商户心存
侥幸，故伎重施，在销售猪肉等产品时使用
可能误导消费者感官认知的违禁灯具。对

这种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必须“零容忍”，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让经营者付出相应的“经
济代价”和“诚信代价”，以儆效尤。

据实呈现食品的色泽和性状，是市场
经营者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
则。在全面禁用“生鲜灯”的现实语境下，
所有集中交易市场、大小商超等场所的开
办者和经营者，都要认真履行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切实做到合规管理、诚信经营，有
令必行、有禁必止，为公众提供透明、真
实、可信的食品展示环境，让消费者买得
安心、吃得放心。

杜绝“生鲜灯”，让食品亮出“本色”

□李勇智

9月10日是我国第40个教师节。尊师
重教是我国传承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以
各种形式来表达对教师的尊重和爱戴，是
我们应有的态度和行动。

尊师重教，尊重是内核。这种尊重
应该是对教师职业发自内心的认同、爱

戴和尊敬，是从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等多
方面给予的认可和保障——政府给予教
师稳定的待遇保障是尊重；社会面向教
师推出各种优先或礼遇是尊重；家长、学
生送上的节日祝福、手制贺卡同样也是
尊重……

尊师重教，理解和沟通是必要的基础，
同时还要大力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
动。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训
质量，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
要通过更丰富有效的家校联动，让学生、
家长与老师、学校增进彼此间的了解、认

知和理解，摒弃不必要的表面功夫，齐心
构建认可度更高、支持性更好、互动性更
强的协同教育机制，共同推动教育高质量
发展。

推崇尊师重教，内心的认同和尊重，与
外在的仪式感同样重要。只有内外兼具，
方能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生态。我国
不少地方都有形式不同的尊师重教习俗，
比如在珠海长沙社区，就有“卢相公诞”传
统民俗。社区居民们通过祭拜“卢相公”
这位当地教书育人的先贤，开展点朱砂、
舞龙醒狮等活动，以此表达对老师的尊

重。这一民俗还入选珠海市香洲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目录。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教
育则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让这
一优良传统持续地传承下去，不仅需要
政府政策的支撑，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
努力，需要全方位提高和保障教师的地
位、待遇和权益，维护教师的职业尊严，
减轻他们不必要的任务负担，使其更好地
投身于教书育人的工作之中，为经济社会
发展不断培养能满足不同需求的更多优
秀人才。

怎样才是真正的尊师重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