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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防疫期间，在部分地区，过于“一刀
切”的防疫手段已对基层经济活力造成不同程
度的影响。特别是对新近“摘帽”、扶贫事业刚
刚取得阶段性进展的贫困地区而言，防疫手段
过于生硬可能直接削弱脱贫攻坚收官之战的成
效。

在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整体向好的趋势下，
复工复产成为当下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各
地在做好科学防控的前提下，出台了各种举措
来助力复工复产。但在成绩背后，也存在农村
与基层地区复工复产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隐
忧。这也对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造成一定的阻
碍。

“种植养殖大户受重挫”“特色农产品滞销”
“扶贫车间停工”……通过媒体的报道，基层、农
村、农户面临的复工复产难题可见一斑。如果

说重点项目的复工复产关系到“国计”，那基层
的复工复产则与“民生”息息相关。特别是在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决不能让“一
刀切”的过度防疫拦住了脱贫攻坚。

农村、基层地区复工复产难，固然有基层干
部怕担责、不善为，甚至不作为的主观原因，但
一些客观方面的原因或许才是问题的症结所
在。一是各项复工复产的政策方针传递至基层
地区，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进程快慢也因
地而异，这就导致了基层落实速度落后城市地
区以及各地区之间步调不统一“政策打架”等问
题。二是有些地区对疫情防控层层加码，压力
传导至基层时已经是“生死状”，重压之下基层
干部宁可舍弃复工复产也要做到防控万无一失
便成了必然选择。于是，生产物资进不来，农产
品、务工人员等出不去，农村面临着比城市更严

重的“暂停”现象，连正常运转都成问题，何谈生
产发展与脱贫攻坚呢？

要加快农村、基层地区复工复产的速度与
成效，总体大方针是要做到“一盘棋”与精准施
策相结合。“一盘棋”即在中低风险地区，要在全
社会层面出台鼓励农村、基层地区复工复产的
政策与举措，树立明确的导向，精准施策则是各
地要下绣花的工夫，根据本地区存在的复工复
产难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解题方案。

具体推进过程中，一方面要解决农村、基地
区与城市、重点项目，以及不同地区推进程度不
同步的问题。各地的优惠举措，必须上下兼顾，
甚至在下一阶段重心要向基层地区倾斜，而不
同地区政策不同步导致的“最后一公里”梗阻难
题，不能让农户背锅，联防联控机制应该发挥联
系沟通的作用。

前段时间，为了促进务工人员返岗复工，多
地组织大巴、高铁等专车接送，这样的创新举措
多多益善。面对农村、基层地区，特别是一些贫
困地区面临的产品出不去、物资进不来的问题，
这样的“专车”是不是也应该开起来。在金融方
面要给基层农户，特别是扶贫企业、车间等大力
度的支持，帮助他们渡过疫情造成的难关。

另一方面，在疫情防控考核方面也有必要
给基层干部“松松绑”。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
放松疫情的防控，而是在形势整体向好的局面
下，将基层过度防控耗费的人员与时间成本最
大限度解放出来，从而能够将更多精力用于推
进复工复产。在做好科学防控的同时，让更多
的基层干部投入到复工复产的推进工作中去，
诸多阻挠与梗阻才有消除的可能。

（来源：中国青年报）

基层防疫与脱贫攻坚 两手都要抓好

中国消费者协会 3 月 31 日发布《直播电
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报告
显示，有 37.3%的受访消费者在直播购物中遇
到过消费问题。消费者满意程度最低的是宣
传环节，受访消费者对于“主播是否就是经营
者”的问题认知较为模糊，对主播夸大和虚假
宣传、有不能说明商品特性的链接在直播间
售卖等两个问题反馈较多。

由于社交直播间可以营造抢购氛围，增
强社交性和互动性，电商直播发展迅速，日益
受到消费者青睐。2019 年被称为“直播电商
元年”，各大传统电商和社交电商平台纷纷推
出直播带货模式。此次疫情期间，电商直播
行业更是逆势上涨，成为商家竞相追逐的风

口。
不过，直播电商火爆的背后也有隐忧。

一些网友抱怨，通过网络直播、短视频等平台
选购的商品，有不少都是虚假宣传的伪劣产
品。网络直播并非法律盲区，带货主播不能
信马由缰。其宣传推广行为必须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直播电商的本质属于商业广告，带货主
播往往身兼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代
言人等多重角色。《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以
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
的，构成虚假广告，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
除影响，处以相应罚款；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

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还要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此外，有的主播本身经
营有网店，直播带货的商品由其网店销售，其
同时又具备经营者身份，还应为此向消费者
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但在现实中，直播翻车常有，追责处理不
常有。主播群体只要人气、只获收益、不担责
任，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带货主播的侥幸心
理，在宣传时往往有意无意夸大其词，吸引眼
球。这一乱象不仅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也不利于直播电商行业的健康发展。
只有厘清直播电商的责任义务，加大监管力
度，才能督促其自觉诚信，规范经营。

有关部门应加强对于直播平台的监督，

及时发现和取证虚假宣传行为，依法予以约
谈、行政处罚。同时，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带
货直播身份的界定往往存在争议，直接影响
责任认定。不妨抓住《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
办法》修订的契机，将直播电商列入法律规制
范畴，进一步厘清带货主播应承担的法律责
任，从而更好地予以规范。

应畅通投诉渠道，简化处理流程，通过引
入举证责任倒置等方式，降低消费者维权成
本，提高维权热忱。各级消协组织应积极履
行消费监督公益性职责，充分运用消费公益
诉讼，帮助广大消费者维权，倒逼带货主播珍
惜羽毛。

（来源：北京青年报）

直播带货也要“带”上责任

夜幕降临，成都美食街的空气里弥漫起香浓的火锅味，食客们坐在滚

滚翻腾的红油汤锅前大快朵颐。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人们发现餐桌上悄

然兴起了使用公筷公勺和推行分餐制的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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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截止2018年11月，全国共查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
问题23.87万个，处理31.6万人。2018年1月至10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站“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监督举报曝光分区”分4批集中通报曝光了
64起典型案例。对于群众来说，往往更关心身边发生的事情，这样更有实
感，因此对于身边“拍蝇”的关注度可能更高于对于“打虎”的关注度。而

“苍蝇乱飞”之时更容易让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干部、政策的认识理解产生偏
差，影响着党和国家的形象，因此，大力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变得
势在必行。

聚焦身边热点。在2019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
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解剖麻雀，
发现典型，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其实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
和作风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准“病因”，切实将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找出
来，有针对性地开展监督检查，下大力气进行整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
到优民、惠民、爱民。让群众真切的感受到党和国家下大力气开展全面从
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决心。

强调地方差别。开展集中整治工作并不是要“千篇一律”，而是应该积
极做到“百花齐放”。整治的内容应该尽量贴近本地方实际情况，聚焦本地
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或者聚焦本地方特有的需要整治的内容，开展小切口整
治工作。整治方式上也应该有所区别，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段采用不同
类型的整治方式，有区别的开展监督检查，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对症下药”、

“药到病除”。
注重信息反馈。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不能“虎头蛇尾”，开始

时轰轰烈烈，各种报道满天飞，一段时间后，就了无消息。群众往往只看到
活动开展，没看到整治结果和效果，最终给群众的感觉是整治工作“虚有其
表”。针对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的整治工作，要注重典型案例的通
报，注重整治成果的反馈，强化信息的沟通，让群众了解到“拍蝇”过程，感
受到整治最终的“疗效”。

（来源：纪检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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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蝇”时刻，切记“疗效”

新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