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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言观社

““困难户护长城困难户护长城””
护出多赢格局护出多赢格局

■李英锋

近日，北京市密云区在基层长城保

护员的选拔中优先录用低收入户，使他们

每月能领到2600余元固定工资。这笔钱

对于低收入户堪称“雪中送炭”，同时也让

基层群众参与长城保护的积极性更高。

野长城需要守护，困难户需要帮

助。而优先选录困难户守护长城则将

这两种需求对接，由前者为后者提供就

业增收的岗位，由后者为前者提供文物

守护的劳动力。显然，“困难户护长城”

能护出多赢格局。

困难户大都是生活劳作在长城附

近的农民，长期与长城为伴，对长城的

情况和巡查路径比较熟悉，对长城也有

比较深的感情，由他们守护长城，非常

方便，也更易激发出责任意识。

守护长城是一份工作，也是一种教

育。之前，不少居住在长城周边的村民

文物保护意识薄弱，甚至或多或少有过

破坏长城的经历。保护长城，尤其是野

长城，必须从长城的“身边人”开始。安

排长城周边的困难户看护长城，并经由

困难户濡染带动引导其他村民，有助于

长城的“身边人”转变观念，增强针对长

城的主人翁意识和保护意识。

“万里长城”中被重点开发保护的

区域，诸如八达岭、居庸关、山海关长

城，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绝大部分的长

城都属于野长城，都处于欠保护甚至无

保护状态，在自然侵蚀、人类活动的双

重威胁破坏下，野长城的状态堪忧，不

少地段的野长城千疮百孔、墙裂楼塌、

岌岌可危，有些地段的野长城则已消

失，只留下了墙基和碎砖，在诉说着千

百年来的沧桑。加强对野长城的保护

已刻不容缓，尤其是针对近年来日益活

跃的驴友探险等活动，必须有侧重地加

强对野长城的保护。北京市密云区共

有长城182.1公里，跨越11个镇、57个

行政村。作为野长城的保护管理“大

户”，密云区本着优先录用长城周边困

难户的理念，建立长城保护员队伍，履

行清理垃圾、劝退野游者、制止破坏行

为、消除破坏风险、固定破坏证据、报

警、上传长城动态信息等职责，能够有

效呵护长城环境，促进长城的文物保护

和生态保护，增强长城的生命力，也能

倒逼人们提升文明意识，养成人人爱护

长城的良性氛围。

困难户实际上就是贫困边缘户，收

入来源渠道少，收入低，抗风险的能力

很弱，稍微遇到点事，就可能陷入贫困

甚至深度贫困状态。对于他们而言，长

城保护员的岗位就是一个扶困公益岗，

就是一份生活的保障，就是一抹前行的

亮光。2600多元月工资可以明显提升

困难户的收入水平，改善困难户的生活

境遇，将他们推离贫困边缘区，让他们

的生活更有劲头和奔头。可以说，以这

样的方式扶困，也是广义的脱贫攻坚战

的一部分，也能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缓解

压力，提供支持。

把扶贫助困与文物保护、生态保护

结合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困难

户护长城”的做法值得各地学习借鉴，

当然，困难户或贫困户除了护长城，还

可以护河、护海、护山、护林、护草原、护

大气、护野外的其它文物等，这些措施

都可以满足双向需求甚至多向需求，都

可以达到实现多赢的效果。

过去几个月，新冠肺炎疫情深深影

响了实体经济，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点

燃”了电商发展的激情，尤其是直播电商

凭借其即时性、互动性和趣味性迎来了

“井喷式”增长，为沉寂的消费市场注入

了强大活力。这种行之有效的新生产消

费模式和直观的效果也吸引各级政府的

注意。“市、县长直播带货助农”蔚然成

风，甚至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

注。据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参与

直播带货的市长（县级市以上，含副市

长）已超过150位。

新风口下，许多城市都“坐不住

了”。“全国著名直播电商之都”“品牌直

播第一城”“直播经济总部基地”“北方直

播电商领先城市”……今年以来，广州、

上海、杭州、成都、重庆、济南、青岛、石家

庄等十余个城市相继亮出目标，要大力

发展直播电商经济，打造“直播之都”。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在被疫情重创之后，各地经济都出

现了不可避免的下滑态势，但直播电商

让各地看到了新的潜在增长点及新经济

发展模式。仿佛一夜之间，直播电商成

为了不少城市拉动消费、提振经济的不

二选择。说到底，其实就是通过直播电

商这一新兴业态，争夺产业、人才和城市

的未来。

毫无疑问，对于一些城市来说，发展

电商直播经济是应对冲击、打造地方发

展新增长极、促进地方经济健康发展的

积极探索，一定程度上也值得其他地

方积极思考和借鉴。然而，在“直播

热”的大潮面前，我们还需冷思考：这

到底是城市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还是盲目追逐风口的“一哄而上”？城

市究竟该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打造“电商

直播之都”？

7月13日，本报刊发的《十余省市抢

建“直播之都”，风口还是虚火？》一文针

对城市频频入局直播电商领域的现象进

行深入观察报道，直指城市电商发展政

策存在“抄作业”之嫌，提出“一窝蜂”推

进“直播之都”建设是否导致资源过剩的

隐忧。

事实上，与城市以往引进的产业不

同，直播电商依靠人、货、场实现高速流

转，是一个效率更高的新型产业。因此，

各地要抢建直播之都，就要在人、货、场

上下功夫。在直播人才的分布上，目前

杭州走在全国前列，数据显示，目前淘宝

约有10%的主播分布在杭州。近期杭州

市余杭区公布了12条直播电商政策，诸

多真金白银的补助奖励，招揽各类直播

达人和带货“网红”。可以预见，未来能

够推动当地消费、直接拉动当地经济发

展的电商直播人才，将成为城市竞相争

夺的创新型人才。

除了人才，货和场也是直播电商中

促进成交的重要因素。在这方面，广州、

义乌都有很大的优势。作为千年商都的

广州积淀深厚，拥有600多个专业批发市

场，具有深厚的商贸基础、服务业基础以

及稳定高效的供应链优势；而义乌则是

全球最大的线下小商品市场，疫情期间，

大量曾以外贸为主的义乌小商品经营户

开始以直播带货的方式打开国内销售渠

道。只有拥有了完善的人货场，并有相

对完整的产业链及供应链各环节的配

合，直播电商的生态系统才能得以建

立。正如上述提及的杭州、广州和义乌，

凭借自身在商贸领域的积淀，打造“直播

之都”才会成为可能。反之，如果没有强

大的供应链体系，没有相关产业的配合，

即使重金引进网红主播、MCN机构，也没

有适宜其生长的土壤。

当下，野蛮生长的直播流量开始

被挤出水分，弊端逐渐显现。风口退

去，“直播之都”的火热建设更需要城

市更多的冷思考。要想发展好直播电

商这样一个新兴的产业，城市应该因地

制宜，将自身特色与新产业结合起来，

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健全人才培养制

度，协调推进产品与产业链设计等，才

能打造出理性健康发展的“电商直播

之都”。

认准电商直播经济的风口彰显的是

城市智慧，而抓住风口打造“电商直播之

都”，不能只是喊口号、“抄作业”，考验的

更是城市治理者的境界、勇气和魄力。

背景：
7月16日晚，受疫情影响推迟四个月

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3·15”晚会与观众见

面。海参养殖使用敌敌畏、汉堡王售卖过

期食材、“黑心”毛巾贴国标……多个企业

违规违法操作被曝光。面对晚会曝光和消

费者的声讨，涉事企业争先恐后发表声明，

网上成了大型道歉现场。晚会尚未结束，

汉堡王、嗨学网、趣头条、宝骏汽车等企业

或是表达诚挚歉意，或是感谢监督批评；当

晚，万科、国美易卡、永亮毛巾等品牌也相

继作出回应。

@殷呈悦：每年“3·15”晚会之后，被曝

光企业第一时间回应舆情危机，执行提前

制作的应急预案，几乎是“熟能生巧”的规

定动作。坦然面对是第一步，严肃整改，

引以为戒，才是接下来的关键。第一时间

排队道歉，不是平息消费者怒火的法宝；

平日积攒的信用和口碑，才是行稳致远的

利器。

@草苇：对商家诚信的希望不能仅仅

寄托于晚会，一台晚会不过曝光几个企

业。工商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该建立

突击检查和常规监查相结合的工作机

制。完善举报监督体系，加大曝光和问责

力度，不能仅仅口头道歉承诺整改就完

事，凡涉刑事案件的都要毫不留情地依法

进行制裁。要让老百姓真正生活得放心！

@问问：对于一个品牌来说，如果一家

店被查出有问题，就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所

有门店进行整治，这样才能够给曝光企业

足够的压力，而不是总拿加盟店这一借口

来搪塞。

@沙元森：因为特殊原因，今年的“3·15”

晚会来得有些迟，很多消费者也因此付出了

更大的代价，有些损失原本可以更早就止住

的。只有一台全国关注的“3·15”晚会显然

是不够的，群众需要更多形式的“3·15”晚

会。在全媒体时代，舆论监督应该成为社会

生活的常态，只有让那些小问题小毛病及时

得到暴露和解决，才能真的让监管省心，让

群众放心。

打造打造““直播之都直播之都””不能只靠不能只靠““抄作业抄作业””

与其事后排队道歉与其事后排队道歉，，不如事前多修不如事前多修““内功内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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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查占地严查占地

记者从河南省自然

资源厅获悉，为遏制农

村新增乱占耕地建房行

为，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近日下发《关于坚决遏

制农村乱占耕地建房

“八不准”行为的紧急通

知》，严查农村8类乱占

耕地建房行为。

新华社发 王 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