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不清道不明，
工资转账不能成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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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先生

有些企业通过支付宝、微信等
方式给员工支付工资，却不注明明
细，员工也不知道转账包含什么项
目，等到主张权益时却有苦难言。

依据法律法规，通过移动支付
方式发放工资是合法的。但一些用人单位却可能给自己
留下“后门”，也给员工后续主张权益制造了门槛和阻碍。

无论是纸质工资单，还是银行转账，抑或是移动支付，
用人单位都必须解释清楚员工的工资构成。劳动监管部
门应加大巡查力度，督促更多用人单位明明白白发放员工
工资，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网友跟帖——
@日出：小工资条里有大乾

坤。

@无止境：发个工资，为啥要

藏着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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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消费维权渠道 改善适老化消费环境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到 2050 年，我国老年

人口消费潜力或将达到 40.69万亿元，营造良好的老年消费环

境，是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经济日报》评论说，现实中，老年群体在消费时面临诸多

潜在风险，不仅影响市场秩序，也会对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产

生一定负面影响。解决好老年消费群体“被消费”问题，要强

化对老年消费者及其家人的教育、引导，同时要促进老龄产业

厂家、商家诚信经营、公平竞争，优化市场秩序。此外，要完善

消费维权渠道，为老年消费者提供安全可靠的消费环境。

◇医务人员才是患者的最佳“看病搭子”

看病搭子、租来的朋友……陪诊行业被贴了不少标签。目

前，没有针对陪诊员的国家级资格认证，陪诊公司也五花八门。

《中国青年报》评论说，陪诊服务的社会需求越来越大。而通

过优质的诊疗服务和全过程协助，让多数患者不必陪诊也能顺利

完成诊疗，才是正确的应对之策。从这个意义上讲，医务人员是

患者的最佳“看病搭子”，而最好的“陪诊”其实是优化诊疗流程、

科学布局科室，大幅减少患者的跑腿和排队次数，让线上线下每

项操作变得更加容易，整个看病过程更加人性化和便捷化。

◇考古学教授的“吃播”吃出了什么价值

南京大学教授张良仁开设短视频账号，用“吃播”的形式

讲解考古知识，没想到视频的播放量达到了百万上下，也带火

了“考古”这个冷门专业。

《成都商报》评论说，此事或许提醒我们应当重新评估“冷

门”的涵义，人们也更应当正视尴尬的现实：一边“文保热”，一

边“考古冷”，这种纠结该如何解决？近些年有各界人士提出

了建议，包括人才培养改革，加大财政、编制投入，对文保行业

进行市场化改革、激发商业活力等，这都值得重视。借着娱乐

化的短视频，人们也不妨进行一场严肃化的思考，这或许也是

这些“考古吃播”视频爆火最有价值的意义。 （嘉湖 整理）

丰收

据 11 月 19 日中新网报道，直播带货的风头仍劲，直播间

里却少了许多曾风光无限的明星。在刚刚过去的“双 11”中，

与直播带货有关的混战和数据依然稳稳盘踞在热搜榜前列。

但话题、战报之中，热闹大多是“超头主播”们的，明星主播着

实鲜有。大批明星“逃离”直播带货，引发热议。

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至少有 500位艺人开启带货首秀，

这一年也被称为明星艺人直播带货元年。这既与直播带货成

为新风口有关，也与演艺市场受疫情影响等因素有关。由于

明星艺人自带光环，拥有大量粉丝，“转行”带货后，最初获得

了不错的销售量。但随着直播带货赛道日益拥挤，加之部分

明星人设翻车、带货翻车，明星带货效果越来越差，比如有商

家花费 51万元请某香港明星带货后销售额仅有 5000元。

其实，明星艺人退出直播间是件多赢的事。首先，这有利

于直播带货规范发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直播电商交易

规模近 2万亿元，预计全年交易规模将达到 4万多亿元。而直

播带货行业乱象不少，其中一些就与明星带货有关。大批明

星艺人退出直播间，希望直播带货乱象也会随之减少。

对明星而言，演艺才是其所擅长的主业，而非直播带货。

一名直播带货员，需要会“挑货”，有对产品价格、质量等进行

严格把关的意识和能力，任何一个环节稍有差池就会“翻

车”。明星们放弃自身不擅长之事是明智之举，既维护了“羽

毛”，也能集中精力做好主业。

对消费者来说，明星艺人退出直播间，消费者便不会再因

喜欢某个偶像而盲目购物，而且没有了明星代言费、占坑费

等，消费者有可能买到更加物美价廉的商品。

对现有带货主播来说，随着大批自带流量的明星艺人退

出直播间，自然少了一些强劲的竞争对手。

说到底，直播带货与演戏唱歌有着本质区别。明星艺人

在演艺方面或许得心应手，但直播带货并不专业。因此，与其

在直播间丢丑，不如果断退出直播间，而让专业人做专业事，

也应成为未来直播带货行业的发展趋势。促进直播带货行业

健康有序发展，明星退出只是一方面，此外还有赖于有关方面

加大监督规范力度，消费者对相关乱象的零容忍，等等。

明星“逃离”直播间没啥不好

据 11月 14日红星新闻报道，11月 13日，

有网友发布视频称，黑龙江一“政务大厅全

天工作 6小时”且“中午锁门不让办事群众入

内”，视频中涉事“政务大厅”门口挂着五常

市医疗保障局的牌子，多名群众在室外等

候，地上有较厚积雪。次日，五常市营商环

境建设监督局发布通报称，将在政务大厅设

置休息等候区，并开始实行员工轮岗制度，

保证工作日午休时间不间断服务群众；同

时，继续增设预约通道，线上线下同时办理，

提高办事效率。

从网友的点评不难看出，公众希望相关

政务服务细节能更加人性化。类似事件反

映出的问题值得讨论和反思。比如，个别地

方和部门在推进政务服务的改进中，态度相

对比较消极被动，有时不得不靠舆情热点来

倒逼。

政务服务窗口是距离群众最近的地方，

是群众关于政务服务质量和水平的印象与评

价的重要来源。一段时间以来，少数地方和

部门习惯于“不安排不干、不曝光不改”，或是

嫌麻烦，或是不愿舍弃某些利益，或是出于

“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自保，对存在的问题

视而不见。就拿近年来屡被诟病的“蹲式、踮

式、趴式”服务窗口或柜台来说，只要监督触

角还没伸过来、聚光灯还没照过来，一些地方

和部门便依然故我，并不在意群众办事的便

捷度和舒适度，群众办事还是该蹲蹲、该踮

踮、该趴趴。至于舆论空间里的曝光和谴责，

在这些单位及人员看来，那都是“说别人的”。

此事提示我们，“放管服”改革还需进一

步深入，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政务服务在实现

便民为民利民上，还有不小的改进空间。近

年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最多跑

一次”、节假日预约、特殊时点延时服务、“周

末不打烊”等制度和举措，见证和推动了各地

政务服务能力及水平的提升，也收获了百姓

的认可和点赞。然而，新闻过后，由点到面的

普及推广十分重要，让好的措施能在更多地

方落地生根，让更多百姓受益，并不是件容易

的事，需要各地付出艰苦努力。

有观点认为，未来的政务服务“不仅要助

人为乐，还要成人之美”，即群众办事不仅期

望可以好办事和办好事，而且希望能够得到

必要的尊重、关怀和理解。多些换位思考，打

造更有温度的政务服务，是未来政务服务提

升群众满意度的必由之路，也是“放管服”改

革的更高境界。办事点外有停车位、能提供

对外复印、卫生间对外开放……有网友描摹

了心目中政务服务更加完美的模样。尽管类

似服务并非政务服务的主业、分内事，却是提

升群众办事体验的好感项、加分项。

深化“放管服”改革，建设人民满意的服

务型政府，不能总靠“曝光一例，解决一例”，

不能光喊口号、只为“别人”鼓掌而自身却止

步不前。客观地说，这方面，很多地方和部

门不缺好经验好点子，缺的是对标对表先进

经验的积极性、主动性，是少一些模板化、套

路化、程式化，让群众少碰“软钉子”、多享真

便利。

当下，仍有一些干部有较强的重权力、轻

服务的观念，以及“你们来求我办事，就得看

我心情和脸色”的畸形心态。如果任由类似

的观念和心态继续存在，诸如“中午锁门不让

办事群众入内”的事便可能以不同方式不断

上演，它们不仅有损政府形象、伤及民众感

情，而且地方口碑、营商环境等也可能被贴上

负面标签。

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不能仅靠个体的自觉，也不能只讲奉献和情

怀，它需要更多激励性举措，需要在“压担子”

的同时“递梯子”，包括完善优化政务服务评价

考核机制，给予更多容错机会和缓冲地带等。

如此，相关部门及人员才能在政务服务的改进

和完善上有动力、有底气地“拼”起来，群众的

急难愁盼问题才能更好地被解决，政务服务水

平及社会治理能力才能进一步提升。

多些换位思考，化解政务服务痛点
本报评论员 韩韫超

当下，仍有一些干部有较强的
重权力、轻服务的观念，以及“你们
来求我办事，就得看我心情和脸色”
的畸形心态。如果任由类似的观念
和心态继续存在，诸如“中午锁门不
让办事群众入内”的事便可能以不
同方式不断上演，它们不仅有损政
府形象、伤及民众感情，而且地方口
碑、营商环境等也可能被贴上负面
标签。

据11月19日澎湃新闻报道，近期，全国多地高校开展了
学风建设活动，部分高校着重治理学生不带教材、不做笔记、
不提问题、不坐前排等“四不”现象。此前，一些地方已经发文
明确，要求高校对学生上课“前排率”等情况严格管理，切实提
高课堂上座率、抬头率。

整顿“四不”现象、提高“三率”是高校学风建设的必要手
段，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但从一些地方和高校此前的实
践看，效果似乎不尽如人意。对大学教育来说，学风和课堂纪
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需要必要的、有效的手段，强化学风建
设，只是这些毕竟还是表面问题。高校管理既是科学更是艺
术，怎样在课堂上留住学生、提高学生到课率、提升课堂活跃
度，还得多想想更能治本的办法。进一步说，引导学生适应大
学学习过程，尽快完成身份转变，在学习生活中保持积极向上
的心态，激发起学生内在的好奇心和学习动力，或许才是学风
建设的重点。 李法明/图 弓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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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1月 18日多家媒体报道，中央网信办

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1个月

的“清朗·网络戾气整治”专项行动，聚焦网络

戾气容易滋生的重点环节版块，从严打击恶意

攻击谩骂、挑起群体对立、宣泄极端情绪等突

出问题，坚决惩治一批违规账号、群组和网站

平台，有力遏制网络戾气传播扩散。

网络戾气，是指网络上一种极端的心理或

风气。从失控的质疑、无底线的人身攻击到网

上“约架”，都给人“一股无名之火往上撺”的感

觉，会对网络暴力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同时，

网络戾气令一些网民肆无忌惮、恶俗黑话不

断，撕裂社会情绪，污染网络环境，为广大网民

特别是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带来负面影响。

“网络戾气”四字进入中央网信办文件，足以说

明当前网络戾气之严重、社会危害之大、治理

之刻不容缓。

此次专项行动围绕社交、短视频、直播等重

点平台类型，坚决打击“网络厕所”“开盒挂人”、

借社会热点事件恶意诋毁和造谣攻击、斗狠PK

等问题，可谓击中要害。所谓“网络厕所”是指

当事人照片、行为或言论被网友私信投稿至社

交平台的“厕所号”，“厕所号”将其以匿名形式

发出，这相当于为恶意泄愤、负面发声提供了庇

护所，容易让人为所欲为。而“开盒挂人”是通

过曝光他人隐私、个人信息等手段实施报复，因

其匿名性而很难追查到投稿人。此前，对虐猫

事件公开发声的一众明星，其身份证、手机号、

社保卡等个人信息均遭到“开盒挂人”。近日，

某视频平台通报一起典型“开盒挂人”案例，案

件涉及18个省市的40余人，主要参与者为未成

年人，案情细节触目惊心。

网络暴力是网络空间的毒瘤，其危害之深

人尽皆知。而网络戾气基于有关平台提供了匿

名的、隔绝的空间，用户可以任性宣泄情绪，不

必担心真实身份被揭露，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施

暴者言行的边界感和责任感，往往会成为网暴

事件的“先遣部队”，也助长或推动着网络暴力。

遏制网络戾气传播扩散，必须像治理网络

暴力一样，全链条进行整治。有关部门要健全

防治网络戾气的制度机制，推进落实用户实名

制，加强管理措施，创新监管手段，建立针对网

络戾气的专门举报渠道，从严查处违规账号、

群组、贴吧及违规功能设置及违规平台环节，

对造成恶劣影响的网络戾气参与者，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

其中，尤其要压紧压实网站平台的主体责

任。网络平台有责任加强对榜单、话题、推荐、

评论、私信等环节管理，尤其要严管评论区、整

治直播PK环节问题，深入查处逞勇斗狠、互撕

攻击、谩骂吐脏等行为，第一时间遏制网络戾

气。若平台明知投稿者实施侵权行为而不采

取必要措施，不仅要惩治侵权者，也要追究平

台责任。

整治网络戾气是一项复杂工作，需多方协

同发力，共同激浊扬清，让网络空间里少一些

恶意相向。家庭、学校和社会尤其要加强对未

成年人网络素养、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教育，帮

助未成年人践行网上文明，不被网络戾气所侵

蚀和裹挟。

遏制网络戾气就要精准打击

杨维立

据 11月 19日北京日报客户端报道，

北京公交警方 11月 19日通报，11月 14日

晚高峰，一名乘客在乘坐北京地铁 10号

线时与他人发生纠纷，在下车时该乘客

用身体别住车门与对方理论，造成车门

无法关闭，导致 10 号线外环全线延误 8
分钟。之后，该乘客因妨碍列车正常行

驶被北京公交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妨碍地铁正常运营，会给城市交通带

来极大麻烦，损害公共利益。根据《治安

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扰乱公共交通工

具秩序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警告或

者 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5日以

上 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元以下罚

款。这事对广大市民来说，都是一个提醒。

“冲动是魔鬼”。日常生活中，人与

人之间难免发生矛盾纠纷，但公共秩序

容不得半点任性。作为成年人，如不能

克制住情绪的冲动，采取过激做法，一旦

突破了法律底线，就得付出代价。

近年来，一些地方类似的冲动型违

法事件时有发生，它们暴露出少数人法

律意识淡薄，文明修养匮乏。对此，只有

让法律显声威，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

才能以儆效尤，让任性者充分考虑任性

成本，收敛自身言行。

良好的公共秩序是市民群众安居乐

业的保障，也是城市安全发展的基础。维

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杜绝类似冲动型违法

现象出现，各地交通、公安等部门应在充

分调研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作出准备。比

如，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和流程，定期开

展联合应急演练，确保在最短时间内妥善

处置突发状况，尽可能减少损失。

心有所畏，方能言有所戒、行有所

止。既往大量冲动型违法案例警示人

们：有时，一个人与违法犯罪或许只有一

步之遥、一念之差。因此，必须对法律心

存敬畏，在公共场所要自律，自觉遵守各

项法律制度，坚决不越雷池半步。同时，

也要以反面典型为镜鉴，提高自我控制

力，学会用理智引导情绪。

“事不三思终有悔，人能百忍自无

忧”。社会生活纷繁复杂，遇事不妨“三思

而后行”“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矛盾和纠

纷当下无法解决，也应通过报警、起诉等合

法途径来表达诉求、维护权益。如此，方能

远离“冲动”致祸，做好公共秩序的维护者。

强行堵地铁车门，
任性是要付出代价的

戴先任

据 11月 19日澎湃新闻报道，11月 16日，

山东青岛即墨区委网信办联合区公安分局对

两名女子开展约谈。此前二人发视频称，“和

母亲忙活一上午，300多斤大葱，卖了不到 40
块钱。”经核实，出镜女子是自媒体公司的签

约演员，她和其母亲都并非种葱农户，收葱卖

葱过程也是虚构的，她是按照公司要求拍摄

的相关视频，目的就是为了炒助农热点，博取

网民眼球，吸引粉丝流量。

时下，这样的卖惨短视频并不少见。编

造农产品滞销、“白菜价”也卖不出去等，成了

一些自媒体账号的流量密码，有的是通过卖

惨带货，有的纯粹为吸引眼球、骗取流量，还

有的是打着扶贫旗号进行所谓“慈善直播”，

其实也是在卖惨赚流量。在这类直播中，主

播通常拿钱分发给一些村民，直播完成后，又

将这些钱收回。

卖惨短视频打“悲情牌”，炮制热点，以假乱

真，赚取流量，获取利益……几年过去了，“一样

的配方，一样的味道”，“老剧本”一再上演。

近年来，各地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

而一些卖惨视频或给人留下“农民太苦、农业

真危险”的错误印象，或呈现出一些农村地区

仍然落后、深度贫困的虚假景象，如此，不利

于公众正确认识农村现状，不仅很难帮助到

农村和农民，反倒可能成为乡村振兴的阻

碍。比如，可能会让一些人对投资农产品、投

身农村相关事业失去信心等。此外，虚假卖

惨短视频也是一种对农村、农民的抹黑，是对

社会爱心的透支。一些农村老人和未成年人

等人群被当成卖惨道具，也可能在心理上受

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不能让卖惨摆拍的“剧本”一再上演。对

此，直播平台应切实负起责任，完善相关监管

制度，对卖惨摆拍类视频和直播果断实施下

架、中止等举措。相关部门也要加强监管力

度，不能放任卖惨摆拍等视频在网络空间放

肆生长。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卖惨视频涉嫌

诈骗，违反慈善法，因此须依法打击这些诈骗

行为。广大网友要擦亮眼睛，献爱心的前提

是不能被人蒙骗。

如今，仍有个别农村地区相对贫困，也

确实会存在农产品滞销难销等问题，需要来

自社会的帮助。这需要呈现真实状况，不能

让个别农村地区成为不法分子欺骗社会的

阵地，让爱心、慈善成了他们摆拍、牟利的工

具。对卖惨摆拍之类“剧本”是时候彻底封

杀了。

卖惨摆拍的“剧本”该歇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