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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

公室副主任洪天云 8 月 28 日在

新闻发布会上说， 贫困地区对直

播带货的产品算两本账， 扶贫产

品在贫困地区发展产业是一个重

要的事情， 帮助贫困地区宣传，

帮助贫困地区直播带货， 让它扩

大影响， 好酒也怕巷子深， 需要

在这块做。 另外一方面要算经济

账， 目前发现少数地区请名人大

牌， 最后算账下来， 直播带货请

名人花的费用和直播带货以后的

效应不成正比， 而成反比。 （8

月 28 日中国新闻网）

扶贫产品一头连着贫困户，

一头连着消费者， 扶贫产品销售

有路、 销售顺畅， 有助于贫困户

增收， 有助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巩固脱贫成果， 也能扩大消费者

的选择范围， 让消费者获得更多

物美价廉的农副产品。

扶贫产品“卖端” 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然而， 不少扶贫产品

藏在“深山” 无人识， 在品牌包

装等环节缺乏精细化操作， 有些

扶贫产品还存在同质化问题， 加

之贫困户的销售渠道、 销售技

巧、 销售资源有限， 就在一定程

度上造成了部分扶贫产品的销售

难。 为了帮助贫困地区、 贫困户

销售扶贫产品， 相关地方或部门

使出了浑身解数， 有的地方官员

亲自上阵做起了推销员， 有的地

方与媒体合作推介扶贫产品， 有

的地方携手电商平台、 实体商家

等开辟了扶贫专柜、 专区、 专网

（平台）， 有的地方则选择了当前

最火热的推销方式———请明星、

网红、 直播大咖等给扶贫产品带

流量， 当然， 这种直播推销有的

属于志愿公益性质， 有的则是有

偿付费性质。

事实告诉我们， 直播带货并

非万能， 在直播中“翻车” 的明

星或达人比比皆是， 如此， 有偿

请人直播带货就有了一定的不确

定性和风险性。 对于一个市场主体

而言， 其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自

担风险， 有偿请人直播的“翻车”

风险或不达标风险完全在经营风险

的范畴之内。 而贫困地区或贫困户

有偿请人直播带货就不同了， 贫困

地区或贫困户的财力本就不足， 抗

风险能力也较弱， 如果花了大钱请

人直播带货， 效果未达预期， 那就

是典型的“赔本赚吆喝”， 无形中

就又增加了一笔营销成本， 无异于

雪上加霜。

贫困地区或贫困户推销扶贫产

品不能采用粗放的烧钱模式， 不能

乱赶时髦， 更不能“赔本赚吆喝”，

而必须精打细算。 推销扶贫产品要

算经济账、 成本账， 盲目跟风推

销， 不讲究方式方法， 很可能适得

其反。 算成本账就得尽量追求少花

钱多办事甚至不花钱就能办事的推

销目标， 就得多选择经济实用的推

销办法。 另外， 也应在练好扶贫产

品的“内功” 上下功夫， 通过信息

引导， 优化扶贫产品的产业布局，

让扶贫产品的市场结构更加合理，

加强扶贫产品的质量管理， 引导贫

困户改善扶贫产品的包装， 加强品

牌培育。 这样， 扶贫产品就有了更

好的卖相， 就能从根源上提升扶贫

产品销售效率。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劳动者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则劳动合同终

止， 这意味着超龄职工不受 《劳

动合同法》 保护。 近年来， 超龄

职工遭遇讨薪难、 维权难等事件

屡被曝光。 专家表示， 应进一步

从法律层面保障该群体的权益，

让他们也享受作为合法劳动者的

公平和尊严。 （8 月 27 日 《工

人日报》）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 你

便成为“超龄”。 对于这部分群

体来讲， 或拿到退休工资， 或享

受养老保险待遇， 按理讲， 辛辛

苦苦劳动到退休年龄是可以轻轻

松松享受天伦之乐， 然而， 不少

退休人员选择“再就业”， 一是

自己的身体还行， 可以支撑自己

的劳动； 二是退休收入并不高，

通过劳动多挣一点钱， 这是一个

很现实的需求， 也与社会所提倡

的“老有所为” 一脉相承。

由中国发展基金会发布的

《中国发展报告 2020： 中国人口

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 预

测， 自 2000 年迈入老龄化社会

之后，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持

续加深。 到 2022 年左右， 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

14%， 实现向老龄社会的转变。

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 在退休年

龄没有调整之前， 对于超龄群体在

合适的岗位上就业， 可以缓解劳动

力不足的问题， 至少是应对老龄社

会的“缓冲” 与“过渡”。

有统计显示， 除极个别具备较

高专业技能而被返聘的工程师、 医

师等高层次劳动者外， 超龄劳动者

绝大多数集中于餐饮、 保安、 清洁

等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 这也意

味着绝大多数超龄劳动者属于弱势

群体， 让他们更有尊严和保障的生

活， 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题内之义。 在

“老有所养” 的基础之上， 实现

“老有所为、 余热生辉”， 超龄劳动

者是社会劳动力的有效供给， 理应

得到社会的尊敬。

超龄劳动者权益受损现象多

发， 最核心的症结在于他们成为法

律保护的“边缘人”。 诚如有关人

士所分析的， 达到退休年龄或享受

养老保险待遇将丧失劳动者资格，

与用人单位签署的协议被认定为劳

务协议， 被排除在 《劳动法》 《劳

动合同法》 《工伤保险条例》 等法

律的适用范围外， 致使其权益更容

易受到损害。 在社会老龄化背景

下， 要考虑给超龄劳动者量身定制

相关法律法规， 或至少要出台针对

性的“司法解释”， 为超龄职工量

身定制“法治保护伞”。

交通运输部日前发布 《公路

限速标志设计规范》， 详细规定

了公路限速路段划分、 限速值论

证、 限速方式选取等内容， 该规

范将于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施

行。 （8 月 29 日 《法治日报》）

事实上， 这一规范一直备受

关注， 一度成为各方讨论的热点

话题。 显而易见， 规范公路限

速话题的热度， 也直接反映出

这一问题的突出程度， 以及人

们迫切希望加以规范治理的强烈

愿望。

诚然， “十次车祸九次快”，

无数交通事故血的教训表明， 车

辆超速行驶正是交通肇事的一大

祸首。 因此为了交通安全考虑，

必须对每条道路进行严格的限

速， 并对司机的超速驾驶行为给

予严厉的惩戒。 尤其是高速公

路， 原本车速已经很快， 此时如

果再有车辆超速行驶， 大肆“开

飞车”， 那岂不是更加混乱和危

险？

然而， 如今的问题不是没有

限速， 也不是处罚不严， 而是限

速太乱， 变化太快， 让人无所适

从。 以高速公路为例， 按照我国

交规， 同样幅度的超速违法， 发

生在高速公路之上都要比普速公

路上处罚力度更大。 长期以来引

发人们不断争议和吐槽的是很多

高速公路都存在的忽高忽低“过

山车式” 限速。

如报道所举例证： 近日， 司

机陈建沿京昆高速开车从河北进

入山西时， 前一条隧道限速还是

80 公里 / 小时， 相距不到 500

米的下一条相同条件的隧道限速则

改为 70 公里 / 小时。 另外， 他还

发现， 在京昆河北段限速是 120 公

里 / 小时， 隧道是 80 公里 / 小时，

在山西段限速则是 100 公里 / 小

时， 隧道是 70 公里 / 小时。 这条

高速北京至太原段宽窄、 平整度、

弯道等基本一致， 但却是两种不同

的限速。

真是怎一个乱字了得。 高速公

路存在的限速值忽高忽低、 限速标

志混乱、 限速标志间距太近等乱

象， 其危害可不止是影响司机的驾

驶体验、 使司机们更容易发生违法

行驶、 多交罚款， 还容易导致司机

分心驾驶， 并且不得不频繁减速制

动， 这反而会损及高速公路通行效

率与安全， 显然有悖高速公路限速

管理的初衷。

因此， 对公路重点是高速公路

“任性限速” 乱象进行清理整治，

建立更科学、 更人性， 兼顾通行效

率与安全的限速机制已是势在必

行， 同时亦是人心所向。 此次发布

的 《公路限速标志设计规范》， 从

技术标准和程序层面对公路限速

进行正本清源式的规范， 即可视

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

一步。

当然， 也应看到， 公路限速乱

象并不简单， 想要彻底化解也非易

事， 更不是发布个规范这样的一事

之功。 它的治理涉及不同地区、 运

营企业， 还有路政和交警部门之间

的统筹协调、 权力整合， 以及真正

建立罚没、 收入两条线， 使交警经

费、 福利与罚款永久脱钩等多重问

题。 毋庸置疑， 在这次出台相应规

范之后， 还需对此开展系统、 深入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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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限速兼顾安全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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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每年暑期， 不少家长都会给孩子

选报游泳培训课程。 然而， 记者调查

发现， 成年人泳池未经改造直接用于

少儿培训、 一名教练看护十几个孩子

等情况时有发生， 给少儿游泳培训市

场带来诸多安全隐患。 （8 月 29 日

新华网）

百家讲：

“暑期少儿游泳培训的利润， 约

占游泳馆全年利润的六七成。” 据记

者调查发现， 少儿游泳培训市场有着

巨大的需求空间， 催生了众多校外游

泳培训机构， 但过于追求利益， 而忽

视了安全问题， 存在部分泳池水深超

标暗藏风险、 班额容量超标、 部分教

练无证上岗、 学员与健身消费人群混

用泳池、 未设置泳道线等安全隐患。

显然 ， 游泳培训市场不规范 、 不安

全 、 不标准 ， 是造成孩童溺亡的主

因。

世界卫生组织 《全球溺水报告》

显示： 全球每小时有 40 多人因溺水

失去生命， 每年溺亡人数约 37.2 万

人。 而在我国， 每年有 5.9 万人死于

溺水 ， 其中未成年人占 95%以上 。

目前， 缺乏专门针对青少年游泳培训

市场的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 现有标

准都是针对成年人的， 对青少年有很

多不适用的地方， 出现事故后也难以

追责和维权。 因此， 为保护未成年人

安全， 规范少儿游泳培训市场， 相关

法律法规应尽快出台， 使执法条款更

清晰， 厘清游泳培训机构法律责任，

明确泳池、 教练员、 救生员等配置标

准， 实施安全监管常态化， 避免安全

事故的发生。 ———江德斌

“痰”：

从镇上到县城去领学校毕业档

案， 中午等了 3个多小时还不见工作

人员开门办事， 打电话联系， 对方却

态度恶劣。 这是网友吐槽在四川仪陇

县人社局的办事遭遇。 该县人社局对

此作了回复， 承认工作人员迟到、 态

度不好并表示歉意。 然而在盖有公章

的书面回复中， 400 多字就有 4 个错

别字， 引起网友新的吐槽。 （8 月 28

日澎湃新闻）

百家讲：

这封形同情况说明书和道歉信的

官方回复， 原本就是针对该局出现的

工作人员自由散漫、 态度恶劣、 作风

浮漂、 推诿塞责、 玩忽职守等作风问

题而起草。 一封极其严肃的超短公文

却因错字连篇沦为笑谈， 只能证明一

个问题 ： 仪陇县人社局目前存在的

“作风病”， 并非一朝一夕、 一人一事

的孤立事件或偶然现象， 已在其机关

局部乃至更高层级更大面积传染扩

散， 而且 “病” 得不轻。

一纸错字连篇的官方回复， 酿成

了网络公共事件， 也引来了上级追责

问责。 据报道， 目前南充市纪委监委

已高度重视此事， 责成仪陇县纪委监

委介入调查处理。 但愿仪陇县人社局

能够深刻吸取教训， 整肃作风、 端正

态度从改错字开始， 从此之后彻底转

变作风、 开展优质服务。 为民服务的

新篇章需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完成每

一笔每一划， 不只是消灭文字意义上

的 “错字”， 更要清零作风层面的瑕

疵和 “错字”。 ———张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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