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 直播带货创新消费场景，丰
富消费供给，但也给行业成长带来一些问
题。

直播带货的“陷阱”，你踩过吗？ 据市
场监管总局统计，近 5 年直播电商市场规
模增长了 10.5 倍， 直播带货投诉举报量
也逐年上升，5 年间增幅高达 47.1 倍。

在近日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
行吹风会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介绍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有关情况时，针
对直播带货等发展中不规范问题，对直播
带货明确前提和底线。

市场监管部门表示，直播带货必须说
清楚“谁在带货”“带谁的货”，明确主播、
直播间和平台“人人有责”。

为什么要说清楚“谁在带货”“带谁的
货”？

主播“1、2、3 上链接！ ”“一秒抢购”，

消费者冲动下单时，甚至不清楚商品的具
体情况。 至于买的是谁家的货，谁来管售
后问题？ 更来不及细究，让不少消费者稀
里糊涂便着了“道”。

让消费者直播购物时买得明白、买得
放心，强化信息披露是前提。 首先要依法
依规公示商品的生产、销售、经营等必要
信息，确保售后有保障，出现质量问题能
追溯到人。

为何要明确主播、直播间和平台“人
人有责”？

“低俗”带货、捧哏话术“逼单”，部分
网红主播在追求流量和人气时，用夸张的
语言动作宣传商品，频频引发网友吐槽。

一些“旧骗术”在直播的包装下“换新
颜”， 部分直播间虚构商品实时销量与库
存， 或通过滤镜和特定角度展示商品，故
意不展示瑕疵， 让消费者收货后大呼上

当。
一些“三无”产品、仿制产品在直播完

后被下架， 直播内容又往往难以追溯，消
费维权甚至需要直播平台配合提供视频
证据，消费者举证难。

“台前幕后” 主体多，“人货场” 链条
长，“线上线下”管理难。 消费者呼吁规范
营销行为，让主播、直播间和平台“人人有
责”成为法定义务。

营造更加安全、诚信、公平的消费环
境， 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7 月即将实施
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问题为
导向，护航“放心消费”。

网红主播想“长红”，直播间的生意想
一直红火， 要把消费者权益放在首位，严
把选品质量关、避免虚假夸大和误导性宣
传，才能对得起“家人们”的信任。 让消费
者真正放心消费，促进多赢共赢。

平台企业想在大浪淘沙的市场里站
稳脚跟， 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是立身之
本。 只有积极履行平台主体责任，健全消
费争议解决机制，起到“兜底”保障作用，
才能赢得用户的信任。

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既是民生所系，
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直播镜头的背
后，是不断拓展的场景和内容，也是生产、
消费等全链条的融合延伸。让直播带货更
好发展，既要关注镜头前的消费力，也要
壮大背后的产业链。

发挥直播带货服务经济发展的作用，
让百姓“放心消费”，诚信为底色，公平是
基石。以公平、透明的法律法规体系，推动
政府部门、市场、社会多方面协同共治，助
力平台、商家和市场迸发更大活力，这是
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明确直播带货底线！ 让“放心消费”释放更大活力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本报讯（通讯员 刘焱）4 月 9
日，太阳渐渐升起，位于白河县西
营镇新建社区冷厚路旁的久久康
养中心已经热闹起来： 老人们或
洗着脸，或绕着广场散步，喝着清
晨的第一杯茶……

“小刘年纪不大，但做事很踏
实，每天比我们起得早，比我们睡
得晚，把我们照顾得很好！ ”蔓营
村村民毛明先在这里居住两年，
平时的点点滴滴让他对负责人刘
庆利评价很高。 在外多年的刘庆
利 2019 年回乡时，看到家乡老人
缺人照料， 于是选择回到云逸小
区，创办了利民久久康养中心。走
进康养中心，只见这里设施齐备，
窗户清明几净、地面干净整洁，棋
牌室、取暖房排布合理。每个房间
配备有卫生间、 电视、 空调等设
备，墙上张贴着每周食谱，床边随
手能按到的呼叫铃以及柜子里面
整齐有序的老人情况专档……体
现了处处“适老”细节。

该康养中心有长期护工 6
人，每天耐心为老人梳洗、做饭、
打扫等等， 在解决周边群众就业

的同时也满足照顾老人的需要。
“除了吃穿住等基本生活需求，老
人们也会提出各种要求， 由于有
些人语言表达不是很清楚， 沟通
起来需要很长时间。 ”刘庆利说，
在这里的老人不仅要让他们吃得
好、住得好，更要让他们感受到有
人关心、有人爱护。 闲暇之际，老
人的文化活动也丰富多彩。 除此
之外， 康养中心还会根据不同节
日“定制”不同的活动，为老人们
创造舒适温馨的氛围， 让他们有
归属感和幸福感。

作为西营镇人大代表， 刘庆
利在代表群众、 服务地方方面总
是热情周到、耐心细致，这样的服
务不仅赢得了周边群众的一致好
评和点赞，也让她获得诸多奖项。
“多人说好才是好，长久发展才是
硬道理， 利民久久在为解决农村
留守老人问题而不懈努力。 我们
社区将继续加大扶持和监管力
度，支持康养中心办好办大，成为
留守老人的幸福家和在外游子的
放心地。”新建社区支部书记高斌
说。

镇里有了“温馨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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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年龄大了， 不会用手
机，儿女又不在身边，多亏了你，
不仅把政策讲明白了，还手把手
帮我完成网上认证。 ”近日，在汉
滨区江北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张
大爷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顺利完
成养老认证。

“我们多措并举疏通办事‘堵
点’‘难点’，努力实现便民服务零
距离。 ”江北街道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实行“一
站式”服务，集中办公、公开办事、
规范操作、限时办结的运行模式，
实行“一个中心对外、一个窗口受
理、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办结”的
服务机制，耐心细致地为老百姓
办理（代理）证件、咨询服务、答疑
解惑，让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便
民服务的“温暖”。

江北街道将与群众生产、生
活息息相关和企业服务统一纳入
便民服务站 ，抽调素质高 、业务
熟、能力强、服务优的工作人员到
便民服务窗口 ，实施 “告知一口
清、一纸明”服务，让老百姓“少跑
一趟路、少跨一道门、少走一道程
序、少找一个人”，在最短的时间
内把想要办的事办完办好。

同时，江北街道制定了考勤、
办理登记、效绩考核、岗位责任、
首问负责、过错责任追究、职位代
理等制度，要求便民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从受理到办结提供全程服
务、规范服务，对受理的每一件事
情、办理的每一个证件接受的每
一个咨询都详细登记备查。 设定
公示栏和办事流程图，使群众对
各个项目的办事流程一目了然。

在为群众办事和服务的过程

中， 江北街道坚持方便群众办事
与严格依法行政相统一， 对便民
服务的内容、程序、流程和标准等
统一公布上墙，严格服务内容、办
事程序、政策依据、服务电话、工
作人员情况“六公开”，使群众一
看就明了、一看就放心。

江北街道按照各部门的服
务内容划分为“解释件、即办件、
承诺件、代办件、联办件”五类，对
各类服务件进行分类管理， 注重
以人为本，规定服务时限，能一次
性办理的必须一次性办完， 不能
一次性办理的， 在做好解释工作
的基础上，明确办理时限，尽量不
让群众走回头路。 并对群众到便
民服务中心反映的问题， 能够当
场解决的立即解决； 需要某个部
门调查处理或给予答复的， 分流
到相关部门， 限期调查处理和答
复到位；需提交街道党工委、办事
处集体研究的，由街道党工委、办
事处集体作出决定， 及时答复当
事人。

江北街道推行首问负责制、
限时办结制、一次性告知制、职位
代理制和责任追究制等制度，落
实“办理加代理”服务模式，凡是
属于能办理的事项， 只要材料齐
全、条件具备，服务站及时予以办
理； 属于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办理
的事项， 便民服务中心也予以受
理，并代为办理，限时办结。

同时， 江北街道在各村 （社
区）居委会设立便民服务工作室，
不断向下延伸服务触觉， 尽最大
可能地为基层群众提供快捷、便
利的服务。

在和文友的饭后闲谈中得知，我每天
的饮用水来自于秦岭脚下，汉江北岸的黄
石滩水库。 我的好奇心悄然升起，这是一
个什么样的地方？蕴藏着如此丰富的生命
之源，造福一方百姓。 这个疑问如同一颗
种子，深深地埋进心田。

3 月 6 日，安康日报社、安康新闻网
新春走基层组织汉滨区水利局、 江北街
道、老城街道部分通讯员，到黄石滩水库
开展交流学习。 我喜出望外，终于有机会
去找寻心中的答案了， 怀着期待的心情，
开始了学习的旅程。

大概 40 分钟后， 车子在一个院子里
停下，大家纷纷走下车，想必是到了，我来
不及缓解晕车的不适感，迫不及待地打开
车门，与黄石滩的满园春色撞了个满怀。

在大家稍作休息期间，我在院子里随
意踱步，走在大门口的时候，一块刻着《我
来了》歌谣歌词的石头映入眼帘。“天上没
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

是龙王，唱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通
过这些歌词，我仿佛看到了一群水利人撸
起袖子、挥着锄头、喊着号子建设八一水
库的场景，同时也从中深深地感受到了安
康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

跟着黄石滩工作人员董海萍介绍的
方向前进， 一个偌大的水库出现在眼前，
水面平静又清澈，好似一面镜子，平躺在群
山之间，供群山欣赏自己的容颜。只见山影
倒映在水中，宛若一副天然的水墨画，偶有
鸟儿叼着觅来的食物回巢，掉下一些细屑，
使水面泛起层层涟漪，宁静而唯美。此情此
景，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苏轼笔下“水清出石
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的诗句，一时间
竟分不清梦境与现实。

据工作人员介绍，修建黄石滩水库起
源于 1998 年八一水库上游特大洪水造成
水库严重淤堵，水库濒临报废，为保障灌
溉，持续发挥已有的渠道作用，2000 年在
八一水库下游修建了黄石滩水库。老一辈

的建设者从用最简陋的工具筑坝建库、凿
山开渠，建成八一水库灌溉工程，到完成
陕西第一座混凝土面板堆石坝--黄石滩
水库， 是安康水利建设工程的一座丰碑。
为大力弘扬水利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精神，汉滨区延安精神研究会把黄石滩水
库作为延安精神的践行研学基地，打造中
小学生、科研人员、机关干部等学习教育
阵地，并以此为契机，奋力谱写汉滨水利
建设新篇章。

目前， 黄石滩水库已经发展成集灌
溉、防洪、供水、养殖、旅游多元化综合水
利工程，承担着农业灌溉、生态补源、城乡
供水、防洪抗旱等重任，总库容 4177 万立
方米，惠及人口 30 万人，83 个行政村。 看
似简短的一段叙述，却是建设者们流了无
尽的汗水、坚守了无数个日夜所换来的民
生保障工程。

黄石滩水库用现有的软硬件平台，彰
显着“我与时代同进步”的发展风采。在黄

石滩水库坝后、总干渠渠首退水闸处安装
了生态流量监控设备， 该设备可与市、区
下泄流量在线监控平台联网，接入流域达
标流量、生态洪流和水位信息，既减轻了
水库工作人员的负担，又提升了水库智能
化生态调度水平、加强了富家河流域生态
管理、进一步健全了生态泄洪长效管控机
制。

一代又一代水利人用汗水所做的铺
垫才换来黄石滩水库今天的璀璨。良田被
灌溉后会结出粮食，城乡得到充分的供水
后会一片生机，万物都在反馈，作为新时
代的年轻人，更应该“投我以木桃，报之以
琼瑶。 ”用实际行动弘扬水利建设者的延
安精神，践行青年力量，争做有理想、敢担
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旬阳市以打造样板典型为抓手，建设
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绿色生态 、环境整
洁、管理规范、和谐宜居为目标，统筹推动
全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高质量发展。
2019 年以来先后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及基
础配套设施项目 55 个 ， 争取改造资金
1.2954 亿元，改造房屋 185 栋，改造总面
积约 59.58 万平方米，受益群众 9943 户。

走进旬阳城区力源 2 号小区，这里通
过实施屋面防水、新增绿地绿化、安装小
区路灯、美化楼体外墙、修复污水管网、增
设停车位等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充分利用
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风貌保护规划成果，实

施外墙立面、空调安装、阳台防护等单元
中融入仿古元素，让小区居民更能体会到
历史文化名城的厚重感。

旬阳市是陕西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城区
规划面积 70平方公里，由于人口密度大，老
旧小区多，人民群众对老旧小区改造愿望十
分迫切。 “旬阳市抢抓国家老旧小区改造政
策机遇，加强组织领导，及时成立了由市政
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市发改、住建、财政、审
计、自然资源、城关镇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
的工作领导小组，确保全市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顺利实施。 按照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原
则，摸底建档，编制了《旬阳市十四五老旧小

区改造》专项规划。 ”旬阳市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领导小组负责人介绍。

旬阳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坚持老旧
小区“改不改”“怎么改”居民说了算。 改
造前通过入户调查、发放问卷、召开业主
代表座谈会等多种方式，尊重居民改造意
愿，解决一批居民反映特别强烈的“急难
愁盼”问题。 在老旧小区改造实施中，严
格按照工程建设管理程序， 强化监督监
管。选派专业技术过硬的管理人员进行现
场管理和协调，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坚持
质量第一、安全优先的原则，对项目建设
管理各个环节严格把关。 在资金监督管

理方面，坚持实施国家项目资金使用专款
专用、建立专户、专人管理的制度。针对小
区社会化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现状，建立
长效机制， 围绕红色物业打造和五城同
创，积极探索所在小区单位、社区、业主委
员会、物业公司四位一体的物业管理模式
和业主自治管理制度。在实施老旧小区改
造的同时， 还启动了智慧安防小区建设，
在楼栋安装单元门禁、 配备消防设施，确
保住户安全。 通过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全
面提升老旧小区的居住环境、设施条件和
服务功能，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江北街道便民服务暖人心
通讯员 冯诚

旬阳：老旧小区改造惠及群众生活
通讯员 陈先锋 丁磊

汉阴县花遇湾牡丹园开园喜迎八方
来客，共赏春天盛会。推动乡村旅游经济
发展。

赵华斌 摄

虽然时隔半个多月了， 一提
起伯父唐志银走失的事， 唐成意
记忆犹新。

3 月 13 日，家住岚皋县滔河
镇泥坪村 11 组的唐成意快到中
午时发现， 伯父唐志银吃完早饭
后就没了人影。

“伯父今年 76 岁， 语言和智
力都有障碍，平时也转悠，但都走
得不远，一会儿就回来了！ ”唐成
意越想越不对劲，合上门就去找，
边走边打听伯父下落。

或许是找错了方向， 也或许
是被问的人刚好都没看见唐志
银，唐成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要是去老林了，上哪找？ 或是摔
了，跌了，咋办？ ”

滔河镇是岚皋县“最大版图”
镇，背靠大巴山主脊，沟深林密，
连头脑清醒的采药人都有一整天
转不出山的情况。

时间在一点点过去， 唐成意
该问的人都问过、 该打的电话都
打过了， 可是还是没有伯父的消
息。

早春的白昼，并不太长。
暮色开始降临。
如果万事万物可以回放，就

会知道， 唐志银老人是如何转悠
8 小时 20 多公里到了漆扒村 2
组的。

然而， 没人知道， 只知道的
是，如果再没人发现，他不大会儿
就进老林了，还可能会饿晕在地。

所好， 好人出现了。 下午 5

时， 村民蒋尚英在屋外搂柴火时
发现，一老人正偏偏倒倒走来。

“当时我就感觉不对劲，一是
面生，从我家再往前没几户了，他
们的亲戚我几乎都认得； 二是老
人显然走了很远的路， 腿都有些
抬不动了。 ”蒋尚英说。

看到这， 蒋尚英放下手中的
活，迎上前与老人打招呼，才发现
对方是位语言障碍人士。

蒋尚英把老人请进家， 一边
让儿子招呼老人烤火， 一边给老
人做饭， 同时拍了一条视频发给
村支书张露。 张露立即将视频发
到村民微信群， 问有没有谁认识
这位老人。

群里很快冒出消息： 像是泥
坪村唐志意的家人！

说话的是柒扒村 4 组村民朱
世军。

张露立即 @ 朱世军，请他设
法联系老人家人。

不多久， 唐成意便接到了朱
世军的电话。

得知伯父的消息后， 唐成意
喜出望外， 立即在朋友圈发了一
条消息：伯父已找到，在柒扒村好
心人家！

村民钟克正想到唐成意家没
车，提出自己开车去接。 40 分钟
后， 吃饱烤暖的唐志银坐上了回
家的车。

“太感谢大家了！ ”唐成意感
激不已。

滔河群众爱心接力
助走失老人回到家

通讯员 陈延安 谭静纹

走 进 黄 石 滩 水 库
□ 胡光云

牡丹花开惹人醉

游游人人如如织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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