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麦”套路要警惕

□

许君强

近年来，网络直播间不仅有

主播，还经常会出现“连麦”的网

友。 业内将这个群体称为“麦

手”， 他们在网络直播间里以场

外观众身份出现，通过连线式直

播进行互动。 然而很多所谓的

“连麦”，背后都有剧本，有的甚

至在一场直播中连麦的三人都

是托儿。

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各种

托儿也与时俱进地由线下转移到

线上———有的直播博主去餐馆等

探店，只要钱给到位，即便餐品味

道平平甚至是不尽如人意， 主播

也会千方百计把其夸成一朵花。

不管是线下的饭托儿， 还是线上

的探店博主， 抑或是如今所谓的

“麦手”， 实质上都是帮助一些别

有用心的商家套路消费者的帮

手，不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也

涉嫌不正当竞争， 对那些依法诚

信经营的商家不公平，长此以往，

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现

象， 对整个行业的发展产生不利

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线上直

播突破了地域和场地的限制，一

旦有人听信连麦的“托儿”的谎言

而下单，受害者远比线下多。

要遏制“麦手”泛滥，一方面

需要加强行业自律，商家应该明

白，实现长远发展靠的是以心换

心的尊重和贴心服务。 同时，也

需要有关部门强化监管、积极作

为。 比如，制定和完善相关规定，

对套路消费者的“麦手”明确予

以禁止并作出相应的处罚。 充分

运用技术手段 ， 当发现直播间

“麦手”做出欺骗行为时，及时喊

停、掐断直播。

漫谈

为农服务中心为乡村发展提质增效

□

孟哲

“有了专业的服务和技术指

导，今年种的玉米不仅产量上去

了，品质也更好了。 ”在安徽蒙城

县东光社区贾寨村，种植大户程

东飞对于今年的收成很满意。 在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直属企业中

国供销集团所属中国农资·蒙城

为农服务中心农服团队的帮助

下，程东飞种植的 700 亩玉米年

产量达到 1300 斤 / 亩，比往年高

出 15%左右。

这不仅是程东飞的个人喜

悦，更是供销合作社系统创新服

务机制 、提升服务能力的有力

证明。

正是因为有了为农服务中

心这座桥梁 ，农户与市场 、科技

与田野得以更加紧密相连。 据统

计，目前全国已建成为农服务中

心 1.7 万个。 它们不仅是农业技

术服务的汇聚地，更是农产品流

通的新平台，对于农业生产提质

增效、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及农

民生活的持续改善起到了不可

估量的作用。

为农服务中心通过多元化

服务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

劲动力。 通过举办培训班、现场

指导、 在线咨询服务等形式，帮

助农民掌握科学种植、病虫害防

治等技能，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

得到了显著提升；建立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实现

农产品从田间到地头的直接对

接；整合农业资源，引入旅游、教

育、文化等元素 ，促进了农业与

加工业、 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为

农村经济增添了新的活力。 这种

多元化、 全方位的服务模式，不

仅推动了农业产业的升级与转

型， 更提升了农民的生活质量，

使为农服务区中心逐步成为乡

村振兴的“加速器”。

在为农服务中心的众多服务

中，庄稼医院无疑成为了农民的

得力助手。 过去，面对病虫害、农

作物生长异常等问题时，农民往

往通过经验盲目处理，导致产量

受损、品质下降。 现在，庄稼医院

凭借“线上 + 线下”相结合模式，

为农民提供及时、专业的诊断和

治疗方案。 农民可以随时通过手

机或电脑向专家求助， 获取专业

的解答和指导。 而线下实体诊

所， 更配备了专业的农业技术人

员和检测设备， 为农民提供了实

地查看与现场指导的便利。 目

前，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已开设

6 万多家“庄稼医院”。 这种服务

模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逐渐成为农民朋友心中的“科技

诊所”和“丰收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为农服务中

心还积极参与乡村治理， 为农民

提供法律咨询、 政策解读等服

务， 帮助农民了解并维护自身权

益， 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这种全面而综合的服务模式，也

进一步强化了其在乡村振兴中的

核心地位与不可替代性。

今天， 为农服务中心作为现

代农业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正以其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

模式，为农民提供着越来越便捷、

高效的服务。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

步和服务的不断创新， 为农服务

中心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

乡村振兴贡献更大的力量。

吸引更多人才返乡创业

□

顾仲阳

线下打造体验馆，线上直播

带货，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返乡

创业青年普骞成立公司，卖火了

以“昭通十宝 ”为代表的高原农

特产品， 直接带动 50 余名员工

人均年增收 5 万元，还通过购销

带动 1000 余户农户增收。

昭通市积极构建“政府引导

+ 平台推动 + 政策赋能 + 管家

服务”的返乡创业模式，推出促

进创业就业“二十条措施”，2023

年以来吸引 6 万余人返乡创业，

带动 18.64 万人就地就近就业，

实现了从输出劳动力到回引生

产力的华丽转身。

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在人。

2023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加强返乡入乡创业园、 农村创

业孵化实训基地等建设。 ”近年

来， 各部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各地区改善条件， 优化服务，吸

引各类人才不断返乡入乡、创业

就业。 2012 年到 2022 年底，全国

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达 1220

万人， 带动乡村就业超过 3400

万人。

也应看到，当前乡村人才现

状与乡村全面振兴的要求还有

一定差距。 新征程上，需要吸引

更多人才返乡入乡。

乡村何以吸引人才？ 实际工

作中，怎样吸引更多人才返乡

入乡？

用事业前景成就人才， 让各

类人才看到乡村发展光明前景，

迈出返乡入乡的第一步。 各地要

加大乡村发展条件和前景、政策

和服务支持的推介，相关扶持政

策和服务举措要不打折扣全程

兑现到位，同时引导构建“返乡

入乡人才 + 村集体 + 村民”等利

益联结机制，让返乡入乡人才将

个人利益 、 前途与乡村发展前

景、 乡亲切身利益深度联结，在

共赢发展中获取收益 、 成就彼

此，进而在乡村扎下根、发展好。

用情感联结留住人才， 让各

类人才抚慰乡愁、 找到乡情，为

乡村全面振兴努力奋斗。 乡村是

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是很多

人的老家与精神故园。 要持续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 ， 完善无线网

络、充电桩、咖啡厅、健身房等现

代化设施，让返乡入乡人才在走

进田园的同时，也能享受到丰富

多彩的生活 ， 从而更好干事创

业，找到心灵归属感。 要创造条

件 ，多关心 、支持返乡入乡人才

的生产生活， 让他们与乡村、乡

亲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结，愿意为

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了大

地的丰收、为了乡亲们的美好生

活而全力打拼。

用政策激励吸引人才， 将更

多返乡入乡人才“流量 ”转化为

“留量 ”， 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

“领头雁”。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

头带。 要发现、挖掘一批发展带

动能力突出、为农服务意识强烈

的优秀返乡入乡人才，通过选树

典型、表彰奖励 、政策倾斜等举

措 ，增强他们的荣誉感 ，引导他

们为农兴农、力争上游；要将他

们优先列入当地的村级后备人

才库 ，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带

头人。

农村天地广阔， 农业大有可

为。 要完善机制、强化保障，广招

英才 、高效用才 ，努力在事业上

成就人才， 在情感上留住人才，

在政治激励上吸引人才，让更多

人才返乡入乡，为乡村全面振兴

添砖加瓦 ， 在奋斗人生中圆梦

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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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村赛”

赛出乡村活力风采

□

赵乃文

2024 年“贵州村马”端节总决赛日前在黔

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西部赛马城举办， 来自全

国各地的骑手携爱马上演巅峰对决。 一场以马

为核心元素，“赛事 + 节庆 + 民族歌舞 + 美食”

的活动给参赛选手和观众带来别样的体验。

有比赛就有输赢胜负。 贵州“村赛”涵盖体

育、文化、技艺等多个领域；体育赛事方面，有

篮球赛、 足球赛等大家喜闻乐见的运动类别。

村民们化身为矫健的运动员，为了荣誉全力奔

跑、跳跃、拼搏……比赛前认真准备、比赛中全

力以赴，不断突破自我、超越自我，赛出水平、

赛出活力。

“村赛”是擂台也是舞台，展现乡村风采。

民俗歌舞比赛、传统手工艺大赛等展示了贵州

乡村深厚的文化底蕴；年轻的姑娘们身着精美

的民族服饰，跳起欢快的芦笙舞、铜鼓舞；老工

匠们拿出看家本领，精美的剪纸、精致的木雕

等手工艺品一一呈现。 精彩的比赛项目令人叹

为观止， 从中让人看到绚烂民族文化的传承，

感受到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共同生活奋斗

的火热现实。

“村赛”是为了更好聚合力。 村民们有了一

个共同的关注点和话题。 以往分散在田间地头

劳作的村民为了筹备比赛、参与比赛、观看比

赛而聚集在一起。 在这个过程中，邻里关系更

加和睦，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增强了

乡村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在文化层面，“村赛”

成为文化传承的鲜活载体。 歌舞比赛、手工艺

大赛等，让年轻一代更加深入了解本土文化的

魅力，激发他们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自觉性

与主动性 ， 使乡村的文化基因得以延续和

发展。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村超 ”“村 BA”“村

马 ”等各类“村字号 ”群众文体活动如雨后春

笋。 这是体育竞技之旅，吹拂着文化与体育交

织的文明新风，鼓舞着乡亲们朝着更加美好的

明天奋斗

。

处处刷脸真有必要吗

□

武晓娟

面对公共场所过度使用甚至滥用人脸识

别技术，上海近日开展消费领域个人信息权益

保护专项执法行动，加快整治步伐，朝着公共

场所“不刷脸为原则、刷脸为例外”的目标持续

攻坚。

刷脸支付 、刷脸取纸 、刷脸住宿……人脸

识别技术应用日益广泛，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

来了便利，但也引发了许多担忧。 处处刷脸真

有必要吗？ 是否存在过度采集信息？ 这些隐私

数据会流向哪里？ 怎样防范信息泄露？ 类似疑

虑并非杞人忧天。 人脸信息曾在网上被公开兜

售，5000 多张人脸的信息，打包只要 10 元。

现实中，囿于时间、精力，很多人即使人脸

信息被滥用了，也不会去较真，但监管环节不

能因此放松。 技术是中性的，一项新技术究竟

是“阿里巴巴的山洞”，还是“潘多拉的魔盒”，

根本上取决于使用技术的人。 人脸信息作为生

物识别信息，是不可更改的，一旦泄露并被滥

用，危害极大，有必要划清红线底线，实现公共

场合安装人脸识别设备最大可能“退”、最小范

围“用”、最小范围“存”。

划定边界 ， 并不是要给新技术发展泼冷

水。 社会治理比较复杂，需要在多元利益和各

方诉求中找到平衡点。 既不能片面地追求安全

而忽视效率， 也不能只注重效率而不顾安全。

规范人脸识别应用， 才能消除人们的顾虑，保

护好个人信息，也有利于进一步厘清个人隐私

和商业使用之间的关系， 降低企业合规成本，

促使新技术走稳发展之路。

可以看到，上海市此次专项行动还通过普

法培训、 发布人脸识别领域的案例解析等方

式，帮助企业理解法律要求。 这既保障了消费

者个人信息权益，也用法治的营商环境护航企

业健康发展，为人脸识别技术的合法应用探索

留下了必要空间。

坚持科技向善，才能趋利避害。 消费者遇

到强制刷脸时，也不妨大胆质疑、大声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