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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故事

舆情参考

热点回顾

近日，不少媒体关注了

直播带货领域中“演戏”问

题 。 在 一 些 网 红 直 播 间

中，经常会出现类似妻子

降价卖货遭丈夫辱骂、主

播自掏腰包给粉丝低价折

扣等桥段。不管花样如何

繁多，无非都是通过各类

表演，唤起观众的某种情

绪，或为同情、或为愤慨、

或为感动……最终目的都

是为了引流卖货。

这种涉嫌欺诈消费者

的行为，对于直播带货行

业发展极为不利，已引起

各方面重视。日前，国家

网信办、全国“扫黄打非”办

等８部门联合召开工作部

署会，通报网络直播行业

专 项 整 治 和 规 范 管 理 工

作进展时提到，违规直播

带货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

等诸多痼疾顽症并未彻底

消除。

舆论声音

《北京晚报》：直播带货

乱象丛生不容忽视，如果放

任不管，伤害的不仅是权益

受损者，还有这一热门消费

方式的发展走势。

《中国青年报》：治理直

播带货弄虚作假的“前线”是

视频平台，只要这个关口守

得住、守得好，就能最大限度

减少各类“鬼把戏”忽悠消费

者的机会。

《法治日报》：治理直播

带货弄虚作假问题，不能仅

靠视频平台，在有关立法完

善之前，监管部门用好用足

现有的治理手段和法治资

源，在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的

同时，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

通过完善各类救济渠道“赋

权”于消费者，特别是对于那

些反映集中的问题、被投诉较

多的视频平台和博主等要予

以重点关注，依法采取各类有

针对性的措施。此外，不妨考

虑联合视频平台、新闻媒体

等，定期公布典型案例及处罚

结果，借此震慑潜在的违规违

法者，让他们明白，法治社会

绝不允许直播带货弄假成真，

对此不要心存侥幸。

全国媒体购物行业标准

推进工作办公室主任韩良晨：

直播带货由于监管滞后，致使

虚假夸大宣传成风、假冒“三

无”产品泛滥、售后服务难以

保障，成为消费者投诉重灾

区，网红经济爆发式增长带来

诸多问题，亟待规范。

中国商业联合会媒体购

物委员会副秘书长孙之升：以

流量走完前半程的直播带货，

必须靠质量才能走得更长更

远。直播平台要始终把消费

者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供应

链、流通链等全链条进一步健

全消费者权益保障机制。

直播带货
需要“信用”加持

本刊点评

这里有明星，也有草根；这

里有企业家，也有官员……直

播带货正以如火如荼之势，翻

开我国商业史上最为魔幻的一

页。据市场研究机构预测，

2020年，我国在线直播的用户

规模将达5.24亿人，市场规模

将突破9000亿元。

今年以来，由于疫情的“推

波助澜”，直播带货的优势进一

步放大。商务部数据显示，仅

今年一季度，全国电商直播就

超过400万场。直播带货不仅

成为各地农副产品销售的重要

渠道，也带动并形成新的消费

方式。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直播

带货也存在泥沙俱下现象。“翻

车事故”让直播带货受伤。直

播中的“不粘锅”粘了锅，直播

中 的 大 闸 蟹 变 成 了“ 洗 澡

蟹”……每一次“翻车”带给行

业的谈资，消损的不仅是网红

主播的个人信誉，还有直播带

货的整体形象。

此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发

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

意度在线调查报告》显示，消费

者对主播夸大和虚假宣传、页

面挂载不能说明商品特性的链

接等问题意见较多，质量保障、

支付安全和售后服务等问题也

是直播带货面临的挑战。

根据胖球数据联合多家机

构发布的2020年7月直播带货

销售排行榜，7月份的整体带货

成绩为80亿元，较上月的135

亿元下跌了40%。对此，有业

内人士认为，虽然在直播带货

的过程中，产品可以通过低价

提升销量，但长期的低价销售

模式，企业是微利甚至是亏损

状态，长期低价就会造成低质

甚至造假。

诚然，直播经济也是“口碑

经济”“信任经济”，从业者的诚信

守法是其发展壮大的持久动力。

当前，直播带货已经形成

了包括消费者、主播、商家、机

构等在内的完整生态链，行业

要持续良性发展，需要各方协

同发力。相关部门应在包容审

慎、鼓励创新的监管框架下，尽

快明确主播、平台、商家等各方

主体责任和适用法律法规。同

时，平台也要下足治理功夫，加

强合规管理，建立高效的用户

反馈机制。

对于直播而言，要长久发

展，不能只图一时新鲜，只做

“一锤子买卖”，必须在不断创

新直播内容的基础上，坚守产

品质量底线。对此，最重要的

还是创新发展路径，走出低价

促销的简单逻辑，在整合产业

链、推动品牌成长、促进消费升

级等方面探索出成熟可行的发

展道路。专家表示，未来随着

VR、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

直播带货将不断涌现出新玩

法，模式更加新颖、场景更加丰

富，在给消费者带来新体验的

同时，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和

经济价值。

只有在一个稳定可靠，

权益得到保障的环境下，才

能让广大的消费者愿意去消

费、敢与去消费，从而让直播

带货这个新业态得到一个更

好地发展。

（本栏目由本报记者岁正阳编辑整理）

□ 李向英 吕映葶

今年上半年，广东惠州市

委、市政府进一步畅通政、银、

企三方合作对接渠道，为金融

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搭台”、为

重点项目建设“输血”，一批质

量高、影响广、带动强的重大

项目加紧施工建设，全市各类

企业危中寻机谋发展，推动惠

州“2+1”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稳

步向前。

据人民银行惠州市中心

支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

月末，惠州市金融本外币存款

余额6983.21亿元，同比增长

7.9%，增速居全省第 10、珠

三 角 第 7；各 项 贷 款 余 额

6638.22亿元，同比增长21.9%，

增速居全省第4位、珠三角第

2位。

信贷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4月29日，在惠州市政银

企对接会暨项目融资签约仪

式上，广东洲明节能科技有限

公司与农行惠州分行签约，共

获授信7.5亿元，用于惠州市

LED产品生产基地二期项目。

洲明节能去年获评国家级

“绿色工厂”，在仲恺建有两期

生产基地，一期已投产，二期有

望在今年年底建成投产。“有了

金融的支持，我们生产基地二

期项目建设必将加快，公司在

惠州的业务版图也将进一步扩

大。”该公司财务总监胡艳对企

业发展充满信心。

“惠州加大政银企项目融

资对接，推动金融机构与重点

项目、重点企业精准对接，取

得很明显的效果。”人民银行

惠州市中心支行调查统计科

科长、惠州市金融学会秘书长

吕斌介绍，上半年，已有52家

企业与银行签约授信，金额近

473亿元。

据统计，截至6月末，惠州

市 本 外 币 各 项 贷 款 余 额

6638.22亿元，同比增21.9%，

比全省平均水平快4.92个百

分点。

在贷款比例中，实体行业

的贷款量呈加快增长趋势。截

至6月末，惠州制造业贷款余

额882.57亿元，同比增长50.18%，

比上年同期提高29.59个百分

点；比年初增加244.07亿元，占

企业贷款增量的59.88%，同比

多增207.20亿元。其中，中长

期贷款余额同比增加89.51亿

元，增速达60.46%，主要是受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的拉动。

“工业中长期贷款、制造

业中长期贷款快速增长，体现

了金融对拉动投资增长的有

力支持。”吕斌认为，这也说明

惠州实体经济不断恢复活力，

企业全力克服各种困难，发展

信心足，对未来十分看好。

小微企业贷款量增质优

为降低疫情对企业的影

响，惠州市迅速出台《关于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支

持企业共渡难关的十条措

施》，提出加强金融纾困服务，

各有关部门、金融机构纷纷主

动对接企业融资需求，精准滴

灌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

惠州一家数码科技公司

节后复工，遭遇疫情全球蔓延

影响，出口货物因交通运输受

阻、境外货款迟迟不能回笼，

企业面临着资金链即将断裂

的困境。对此，银行信贷审批

特事特办，一路绿灯。4月23

日，企业获得银行500万元的

信贷，生产经营恢复正常。

得益于金融纾困，惠州市

众多中小微企业得以渡过难

关，也使得惠州上半年民营企

业贷款出现较大增长。据统

计，上半年，惠州市民营企业

贷款余额1482.98亿元，比增

29.89%，高于各项贷款8.04个

百分点；占企业贷款余额比重

60.82%，比去年同期高10.12

个百分点。

吕斌介绍，惠州小微企业

贷款呈现“量增、质优、价降”

的特点。从“量”上看，普惠口

径小微贷款余额400.44亿元，

同比增长34.97%；在“质”上，

受惠于信用贷款政策激励督

导力度持续加大和大数据技

术发展，小微企业小额信用贷

款保持迅猛增势，其中单户授

信5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信用

贷款余额48.02亿元，同比增

长74.02%，占小微企业信用贷

款一半以上；在“价”方面，惠

州市商业银行最近的6月份新

发 放 贷 款 加 权 平 均 率 为

4.52%，同比降1.05个百分点。

推动产业项目加快建设

出口透支贷、跨境贷、快

捷贷、阳光E结算……针对疫

情全球蔓延对外贸进出口的

影响，惠州市各金融机构为减

轻外贸企业资金压力，推出各

种特色贷款服务，为出口外贸

企业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据统计，今年以来，惠州全市

金融机构对外贸企业授信额

达390.78亿元。

受疫情影响，国际需求下

滑明显，惠州市外贸进出口恢

复缓慢。上半年，全市外贸进

出口1011.8亿元，比一季度收

窄 7.6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669.5亿元，比一季度收窄9.6

个百分点；进口342.2亿元，比

一季度收窄3.9个百分点。

惠州市委党校科研部副

主任、经济学博士黄忠平指

出，这主要是因为惠州经济的

对外依存度更高，第一支柱产

业电子信息是深度嵌入国际

供应链的，疫情在全球蔓延影

响物流、影响需求、影响贸易

投资，叠加中美经贸摩擦的影

响，惠州经济受到的冲击相对

要更大一些。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仍

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

性较大，国家层面提出“必须

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

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

吕斌认为，惠州要充分利

用当前信用环境相对宽松、融

资成本较低的有利条件，加快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等

设计范围广、带动能力强的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建设，推

动重大产业项目加快建设，加

速构建完善“2+1”现代产业体

系，增强信贷需求增长后劲。

在对外贸易上，吕斌建

议，继续落实减税降费优惠政

策和各项跨境贸易便利措施，

切实降低外贸企业经营成本，

“更重要的是，必须进一步推

动出口转内销。”他认为，金融

机构可优化出口转内销审批

流程，帮助外贸企业压降转内

销成本，搭建外贸企业与国内

供应商、零售商“线上+线下”

的商品展示交流平台，加强产

销对接。

“要把困难当垫脚石，积势

蓄势谋势，识变求变应变。”黄

忠平指出，要看到惠州上半年

主要经济指标走出了一条回

升曲线，经济运行稳步复苏，

因此更要坚定不移把发展工

业作为稳增长的核心抓手，推

动惠州进入“超常规发展期”。

□ 期俊军

7月，走进云南红河哈尼

族彝族自治州金平县金水河

镇老刘村委会，随处可见漂

亮的小楼房，村内各类商家聚

集，如集镇般热闹。曾经的贫

困村，如今摇身一变“富裕

村”，近年来，老刘村的变化离

不开“信用书记”张雷。作为

村里的致富带头人，他曾做出

一个大胆的决定：自掏腰包

垫付村民拖欠的贷款，挽回全

村信用。也正是这个决定，为

日后老刘村发展产业奠定了

基础。

不顾家人反对
他垫资帮村民还贷

位于金水河镇的西部深

山的老刘村委会，长期以来，

受制于交通、地势等基础设施

的瓶颈困厄，是远近闻名的贫

困村。2001年，张雷开始担任

老刘村村委会副主任，这个地

地道道的彝家汉子，凭借豪爽

的性格，逐渐赢得村民信任。

之后他先后担任村委会主任、

村党总支书记。

2001年，作为第一批“吃

螃蟹”的人，张雷向农村信用社

贷款5000元，种植2700株橡

胶苗。3年后，胶树价值13.5

万元。尝到甜头的张雷迅速把

“致富经”传到群众中，橡胶产

业发展前景虽好，但无发展资

金、贷款门槛高成为群众面临

的一大难题。

“长期以来，因为部分村

民拖欠银行贷款，影响了全

村信用，老刘村很难贷到款。”

张雷说。一边是前景可期的

产业，一边是贷款难的困

境。经过再三考虑，2014年，

张雷以村委会主任的身份到

信用社为村民贷款提供担保，

通过个人垫付10万元，为全

村20多户村民还上贷款。妻

子对此却并不理解，一家人还

因此闹了矛盾。但在张雷看

来“要带着村民发展产业，这

是唯一的办法，当时顾不上

那么多。”

张雷的这一举动在群众

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群众开始

意识到“珍惜信用”的重要

性。在之后的两三年，村民们

自觉还清了张雷垫付的贷款，

老刘村也再未发生一起拖延

还款的情况。该村因此被评

为“信用村”和“扶贫再贷款示

范点”，张雷也被大家亲切地

称为“信用书记”。

带头发展产业
做群众致富的“领头雁”

之后，张雷先后陪同上百

户农户到信用贷款，借助贷款

资金，村民们开始大力发展瑶

药、香蕉、橡胶、板蓝根等特色

产业，不断拓展增收渠道。

2015年，经多方考察，他提

出在老刘村引进一家瑶药公司

金平金岭生物瑶药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公司进驻老刘村后，采

取“办样板、带面上、促推广”的

方式，总投资1144.55万元，流

转土地1000余亩土地无偿提

供给农户种植瑶药，公司负责提

供苗木、技术推广和统一收购，

示范带动并积极鼓励周边老百

姓通过瑶药原料种植脱贫致富。

目前，老刘村主要以种植

软筋藤、土连翘、须满草、千眼

光、青蒿、大血藤等短中期产业

为主，已推广种植2000余亩，

每亩最底可实现毛收入3000

余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168

户722人。2019年为群众创收

近20万元，待大部分瑶药成熟

后，预计2020年增收50万元。

通过发展特色产业，老刘村学会

了一门种植技术，创建了一个示

范基地，帮扶了一批贫困群众，

带动了一方经济发展。

据了解，2001年担任村干

部以来，为带领群众发展产业，

张雷先后为本村和邻村群众免

费提供橡胶苗、为3个寨子修通

入村公路9.5公里、为贫困群众

出资建房......多年来，他累计投

入30余万元，帮助村里解决实

际困难。亲友都说他憨、傻，而

他却不以为然，只要村里发展得

越来越好，“吃亏”他也乐意。

在张雷的带领下，全村群

众勤劳苦干，信用巧干，把一

个贫穷落后的边境山村变成

了一个绿韵荡漾，瓜果飘香，

村容整洁，书声朗朗的美丽家

园。2017年，老刘村全村脱贫

出列，张雷也荣获全省“百名

好支书”荣誉称号。

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金融活水纾困解难
截至6月末，广东惠州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6638.22亿元，同比增长21.9%。

在贷款比例中，实体行业的贷款量呈加快增长趋势

他让“老赖村”变“信用村”
云南金平县金水河镇老刘村党总支书记张雷自掏腰包垫付

村民拖欠的贷款，挽回全村信用

云南昆明清理云南昆明清理
违规投放违规投放共享共享单单车车

云南省昆明市近日针对美

团、哈啰、滴滴青桔三家运营企业

违规投放、无序停放、破损、无牌

共享单车进行清理，8月25日前，

全市共享单车将减量到9万辆以

下。目前昆明市共有共享单车

18.72万辆，注册用户约400余万，

日均使用约110万人次。图为城

市管理人员将倒地的单车扶起。

康 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