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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三亚发布《三亚市 2020 年元旦春节
暨旅游旺季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其中特别提
到，将加强对大东海景区直播现场的监督管
理，“严厉打击骚扰游客路人、对路人进行低
俗言语挑逗、与路人进行骚扰类身体接触以
及未经同意强行跟踪拍摄路人等行为”，引发
关注。

面对三亚市有关方面出台的这一举措，对
于直播行业的从业者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好消
息，但那些不愿意被打扰的游客，却无疑会拍手
称快。其实，“直播扰民”的问题，也不仅仅在三
亚大东海景区才存在，可以说在全国很多地方，
都存在因为少数人的直播而给多数人带来困扰
的问题。

近年来直播行业风生水起，同时因为进入
的门槛很低，可以说只要有一部可以联网的手
机，然后在一些直播平台注册一个账号，就可
以进行直播了。尤其是当直播成为一些人的
谋生和创业手段，并且有人从中名利双收之
后，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不
否认直播行业积极的一面，比如一些人利用直
播的带货功能，帮助农民卖掉了积压的农副产
品等等。

但是，当一个行业变得炙手可热，同时监
管又没有及时跟进的话，那么必定会导致泥沙
俱下、鱼龙混杂的结果，它的一些副作用也会
被无限放大。“直播扰民”就是其中比较具有典
型性的副作用之一。本来你搞你的直播，我该

游玩游玩、该逛街逛街，两者井水不犯河水，为
什么会导致“直播扰民”的问题？说到底，就是
一些直播从业者为了所谓“剧情”的需要，或者
是为了让自己的直播内容更有卖点和看点，强
行拉路人入镜。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海滩、一些
年轻女性出没的地方，更容易吸引直播从业者
的原因，因为沙滩海景、泳装美女，永远吸引网
友的眼球，更容易获得流量和点击。

于是在流量、变现的刺激之下，很多直播者
屡屡突破文明与道德底线，不但通过偷拍等方
式强行拉路人入镜，而且在被拒绝之后还不肯
罢休。这样的“骚扰式直播”不仅仅是不文明和
惹人厌烦的，而且还容易激发双方的矛盾和冲
突。

对“扰民直播”“骚扰式直播”必须进行 必
要的规制。像三亚这样，出台专门的文件采取
整治措施，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值得推广
的。除了三亚，全国其他地方，尤其是一些网红
景点、网红打卡地所属的城市职能部门，也应该
对这一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采取具有针对性
的措施才行。

与此同时，作为网络直播平台，也应该积极
承担起监管的责任，因为平台的监管效率更高、
效果更好。具体来说，就是明确规则，制定规
矩，对那些涉嫌违背社会文明，对公众带来骚扰
的直播行为进行整顿、限制，并且对那些屡教不
改者给予“封杀”的处罚，以此来警醒其他直播
从业者。

对“扰民直播”说“不”

记者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从最高法获悉，日
前，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拖欠
农民工工资案件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部署
开展相关工作。通知要求，各级法院要建立
完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一站式诉讼服务机
制，建立案件绿色通道。要全面落实立案登
记制，做到涉农民工工资案件有案必立，有诉
必理。（1 月 1 日《北京青年报》）

现在这个时间段，向来都是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高峰期，一些企业拖欠的金额太大，不但
损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而且也很容易成为
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隐患。因此，最高法近日
下发的《通知》，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虽然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都是让人痛

恨的，但是从造成拖欠的原因来看，却是多种
多样的，需要法院以及其他部门耐心理顺其
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明确责任方，最终帮助农
民工拿回属于自己的工资。依照笔者的看
法，在帮助农民工“讨薪”的过程中，尤其需要
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就是“有增有减”。所
谓“增”，就是增加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成本，包
括单位的成本、个人的成本；所谓的“减”，则
是减少或者说降低农民工维权的成本，让他
们在被欠薪之后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拿回属于
自己的工资。

这次最高法下发的《通知》，实际上也鲜
明体现了“有增有减”的原则。《通知》强调，要
公正高效审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具体措

施就是通过中国移动微法院、网上立案、跨域
立案、巡回办理等便民方式，最大限度降低农
民工维权成本和门槛，坚决杜绝拖延立案、人
为控制年底不立案等现象。到了案件审理阶
段，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包括对案件事实清
楚、法律关系明确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或者劳
务报酬纠纷，以及有财产给付内容的涉农民
工劳动争议纠纷，依法运用先予执行程序、简
易程序和小额速裁程序等，快立、快审，提高
审判效率。

所有这些措施的采取，最终的目的都是为
了最大限度降低被拖欠农民工拿回自己劳动
所得的成本，包括时间的成本、精力的成本、经
济的成本等，从而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反过来说，如果农民工讨薪和维权成本过
高，他们的合法权益还是无法得到维护。

增加拖欠农民工工资者的违法成本，有利
于从源头上杜绝拖欠现象的发生。《通知》指
出，要充分发挥刑法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的威慑作用，对
恶意欠薪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严厉惩处；用
足用好失信惩戒、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罚款
拘留等执行措施，依法采取冻结、扣押、查封、
拍卖、变卖等强制措施，保障农民工及时兑现
权利。唯有如此，才能对拖欠民工工资行为起
到有效的震慑作用，警示用人单位和个人，不
敢随意拖欠农民工工资。

（来源：中国青年报）

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要做到“有增有减”

近年来，虚开发票的犯罪手法手段更加隐
蔽且不断翻新，大致可分为三类：“空壳票”、“黄
金票”、“农副产品票”。

多地警方认为，“空壳票”“黄金票”“农副产
品票”背后暴露的虚假经营问题，其实通过对企

业用工、用电等情况的分析就能掌握。张汉军
说，为消除涉税犯罪的“温床”，堵住涉税犯罪的

“窗口期”，应倡导政府各部门开放、共享数据资
源，构建大数据监管模式，及时发现异动，进行
有效干预。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常杰

■苑广阔

每单最高提成150元、相关工作人员月入过万、末位淘
汰、在医院“扫楼”引导患者发起筹款……2019 年 11 月 30
日，一则题为《卧底实拍医院扫楼式筹款，“水滴筹”审核漏
洞多》的报道引发公众热议，也引发了大家对“水滴筹”消费
公众爱心的质疑。

对此，“水滴筹”发表官方回应，称这些现象是存在的，
但强调是“部分地区个别线下人员的违规现象”。“水滴筹”
将全面暂停线下服务团队服务，整顿彻查，对相关人员进行
培训后再恢复服务。“水滴筹”还称，组建线下服务团队的本
意是为年纪偏大、互联网使用水平较低的患者提供相应的
筹款支持服务。

近年来，的确有不少贫困家庭的重病患者在“水滴筹”
平台上得到了救助。但是，随着平台累计筹款金额越来越
高、平台知晓度越来越大，负面新闻也多了起来。受到网友
诟病的主要有信息审核不严、申请筹款的用户信息不透明
等问题。而此次曝出的问题尤其严重，让公众从根本上质
疑“水滴筹”的公益性。所谓的“公益平台”在线下竟然靠地
推人员像销售员一样“扫楼”，向患者“兜售”公益，甚至还为
筹款故事提供模板。而且，从“水滴筹”的声明中我们可以
看出，这种“扫楼”地推模式以后还会存在，甚至可能扩大规
模。试问，“水滴筹”该怎么保证回炉学习后的线下服务人
员不再为了利益犯错？平台内部的审核机制能否审核出自
己员工提供的虚假信息？

在医院“扫楼”，表面上看是为了提高公益平台的知
晓率，但实际上是把公益当成了工具，做成了生意，是为
了利益，这样最终只会损害公益平台的公信力，进而让
众筹平台无款可筹，那些真正需要筹款的患者也只能望
洋兴叹。

企业绝不能打着公益的旗号牟利。在影响力和实际作
用越来越大的背景下，“水滴筹”平台仍存在不规范现象，如
此下去，也只会消解公众的信任感，进而距离公益的初心越
来越远。 （来源：燕赵都市报）

■董景娅

别让利益玷污了公益

犯罪套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