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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住民生底线，鼓足发展底气

一顶渔夫帽、一件花领衬衫、一条百
褶碎花裙、一双白色帆布鞋，脸上略擦了
些粉、口红浓而不艳……一个“90后”女
子这样打扮，你会以为她是要去逛街。
但跟着她出城入村进大棚，你才知道，她
是要下地去。宿城区耿车镇有一个生态
农业示范园，35万平方米的温室大棚，有

30 多家园艺经营者、2000 多种多肉植
物。韩晓文是其中博雅园艺工作坊的主
管，住在城镇，到村里干活。

大棚既是种植基地，也是销售门
店。两个大玻璃房，里面放着电脑，墙上
写着“直播永不止步”，那是办公室。但
很多时候里面没人，靠网店守株待兔不

行，“新农人”们得主动出击。摄像头、充
电宝、三脚架……花丛里到处散落的“新
农具”透露了“新农人”的秘密。当直播
成为“新农活”，镜头成为“新农具”，“新
农人”们的青春也像花儿一样绽放在田
间地头。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新农活儿

□任然

据中新网报道，近日有网友反映，在购
买一些视频网站的会员时发现，“同样的VIP
服务，用不同手机购买的价钱竟然不一样。”
人们还发现这些平台存在广告特权描述不
清、涉嫌虚假宣传、默认勾选自动续费、开通
容易取消难、增设收费项目等问题。

有关视频网站的种种乱象，这些年用户
的习惯性吐槽催生了不少段子，媒体也是连
年报道，可最终，整体乱象依然我行我素。

用户吐槽、媒体报道、消保委约谈都似
乎“见效甚微”，难道这个问题就真的无解
了？

不得不说，在线上消费愈发成为主流的
今天，视频网站服务中的种种“槽点”，其实
是一个关系到数亿人的消费者权益问题。
这个庞大的用户群体，对平台意味着巨大的

市场潜力，对监管部门来说，则理应避免其
成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盲区。

事实上，视频网站目前的一些做法明显
有触碰法律红线的嫌疑。如《电子商务法》
规定，经营者搭售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以显
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不得将搭售商品或
者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但目前不少
平台充值会员的界面，依然只有“连续包年”

“连续包月”等选项，且平台一般默认勾选
“自动续费”。

需要指出的是，在正常市场生态下，有
些乱象是可以通过市场自我调节来净化
的。但在网络音视频领域，我们目前所面
对的现实，正如前几天被约谈的 11 家音视
频平台，几乎囊括了眼下市面上所有的主流
平台——乱象是带有结构性和行业性的，而
并非个例。

不同于一般商品，音视频这样的线上服

务性消费，一来单次金额不大，二来消费者
维权门槛高，导致多数消费者只能“吐槽”，
很难有效维权。在这种状况下，用户“用脚
投票”的空间其实非常有限。这反过来又继
续增强了网站漠视用户权益的底气。换言
之，将这类潜规则的消除完全寄托于行业自
发调节，其实是不切实际的。

因 此 ，行 业 监 管 和 相 关 法 律 的 尽 快
落实，必不可少。除此之外，消费者权益
保护部门和组织，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
用。总之，不能让消费者与大平台单独

“博弈”。
而对平台来说，追求盈利无可厚非，但

生财得有道，目前音视频市场已拥有数亿受
众，不管是用户付费习惯、用户体验要求，都
远非市场早期所能比，若还是将平台的发展
建立在“低用户权益保护优势”之上，对平台
和行业的真正“成长”都未必是好事。

让视频网站少点套路
不能只靠用户吐槽

□毛建国

4年前，广西柳州的周某某因盗窃被
抓获，接受警方讯问时言之凿凿表示“这
辈子不可能打工”，引发网友热议。4 月
18 日周某某从柳州监狱出狱，据说有网
红经纪公司与他联系，作出“200万签约”

“综合开发”“直播提成”之类承诺。据报
道，周某某对此已作出回应，称对未来做
好了规划。

网红经纪公司如此“迎接”周某某出
狱，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有网友甚至感叹

“三观”再一次被颠覆，感觉在春光明媚的
４月，隐然有着一种“倒春寒”的味道。网
红公司打的什么算盘？是在制造话题蹭
热点，还是真的力捧周某某，有待进一步
了解情况。且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周某某
真的成了网红，又会怎么样？

果真如此，相信很多网友会失望不
已。周某某的走红，是因为当初说了“这
辈子不可能打工”的话，正如有网友所说，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他根本就不想去打工
吃苦，偷东西钱来得更快更轻松”。人们
担心，在网红公司力捧之下，再加上一些
另类审美的存在，会在短时间内制造一个

“网红”出来。
最可怕的就是在口水深处开出花

朵。网友担心这会传递出不好的导向。
当然，善良的人们总是愿意给每一个犯过
错误的人机会，但这个机会一定要建立在
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基础上。

周某某如果成了主播，短时间内或许
会有一点热度，但波涛滚滚之下终归会被
大浪拍走的，时间会很快。即便有网红公
司力捧，也不是因其认可周某某的价值
观，更不是为周某某的人生负责。这些网
红公司根本就没有什么价值观，他们只是
想蹭点热量，而周某某不过是他们的工
具。等到热乎劲过去了，发现周某某无利
用价值，他们转身得比谁都快，一曲《凉
凉》很快就会唱起。

作为一个概念，主播和网红刚出现的
时候，受到不少置喙，即便是现在也面临
着不少的争议。如果周某某真的成了主
播，而且红了起来，伤害最深的恰恰是“主
播”这个职业。真正有志于这个行业的主
播、经纪公司和直播平台，恐怕都会觉得
尴尬。个别网红公司签下周某某可以，但
如果以坐牢经历为卖点，贩卖“这辈子不
可能打工”的价值观，任何一家正规直播
平台，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恐怕都不可能
容忍。

现在，网红已经成为一个产业，未来
值得期待，但让人忧心忡忡的是，网红行
业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果这么乱下去，
这个行业又会有什么前途和未来？没有
规矩不成方圆，网红是一个行业，也应该
明确其边际，把底线和高压线明确标识出
来，尤其是平台更要承担起责任。

即便“不可能打工”男子真做网红了，
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蚍蜉难撼大树，动摇
不了社会主流价值的根基，但是苍蝇乱飞
终归不是什么好事。直播行业乱象丛生，
其根子就在于过度追求流量变现，为了流
量不择手段。要提醒的是，“网红行业”不
要老想走在灰色地带。当然，单靠喊麦讲
道理没用，关键还是要把规矩立起来，使
其知可为和不可为。

假如周某某
真的成了网红

□樊曦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复杂
局面，保住基本民生，保障百姓基本生活显
得尤为重要。

关键时期需要关键举措。在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全国各地出台多项保民生举措。
我国生活必需品、医疗物资、电气水热等基
本供应总体平稳，食品、药品、基础工业品、
基本公共服务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

有序运转，14 亿人的基本民生得到有效保
障。

但要看到，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我国防范疫情输入压力不断加
大，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就
业压力明显上升，这对保障基本民生提出了
进一步要求。

形势错综复杂，更需有力应对。各级政
府和部门要迎难而上，积极担当、主动作为，
有针对性地把各项保障基本民生政策措施
压紧压实、抓细抓好。

一方面，民以食为天，要进一步稳住“米
袋子”“菜篮子”，保障主副食品供应，为百姓
基本生活需求提供充足供给；另一方面，要
想方设法增加就业，全面强化保障就业举
措，及时调整政策力度，减负、稳岗、扩大就
业多措并举。

特别是在疫情之下，不少群众生产生活
面临困难，要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强化
对困难群体救助措施，做好困难群众的兜底
保障，兜住民生底线。继续加大扶贫力度，
千方百计帮助贫困地区劳动力务工就业，确

保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受疫情影响，“在线”活动日益成为人们

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各级政府和部门要
增强“在线”思维，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探索建立民生保障数据库，加强数
据共享，优化和完善民生服务流程，进一步
提高民生政策精准度。

挑战越艰巨，越要把群众冷暖挂在心
头。期待各地拿出更多保基本民生的实招
硬招，切实解决实际困难，为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更多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