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正是樱桃上市季，大棚里的樱桃已经红
透，犹如晶莹的红玛瑙，而露天地里的樱桃树上，
也都挂满了透红的新果。记者注意到，无论在沂蒙
老区、泰山脚下，还是在沿海烟台，越来越多的果
农开起了“网络直播间”，“手机直播”成了一些果
农卖樱桃的秘密武器。

今天的网络直播，不是什么高科技，有着门槛

低、链路短的天然优势，只要有手机、有网络、会聊
天，就能方便快捷地把农产品与城市果篮子连在
一起。数据显示，淘宝直播上线以来，涌现了成千
上万的淘宝主播，约有10万名农民进行直播；快手
等平台也做起了农民直播；阿里巴巴宣布，将为农
村淘宝卖家开辟专门的扶贫板块，并将培育1000名
农民主播。今年，一些果农热衷“网络直播”，把手
机变成了“新农具”，把“直播”变成了“新农活”，这
是“互联网+农业”的必然。

山东樱桃在直播平台卖得火爆，一个重要原
因是，果农“一边直播，一边发货，直观又直接”，消
费者通过网络直播，能够清楚看到农产品来自哪、
怎么生产的，实现了农产品供给和消费需求快速
匹配。山东樱桃的网络直播，为直播平台带来了流
量，也打造了一种新型农产品销售模式，不仅增加

了果农收入，也打开了乡村与外部世界沟通的一
个新窗口，可谓富农兴农的多赢之举。

日前，阿里巴巴“村播”计划落地山东，将在12
个县试点培训1000名“村播”，这是“亩产一千美金”
计划升级后的全新助农模式，山东也成为全国首
个整体启动“村播”计划的省份。可以相信，用不了
多久，比进口车厘子还物美价廉的烟台大樱桃，畅
销11国的滨州圆葱，都会有更多“村红”在网上吆
喝，山东也会成为“农村网红”最多的省份。

当然，在广袤田野上，“农村网红”和“农直播”
还是有点少。近一段时间，济南的陈晓东成了“网
红县长”。作为一位副县长，他第一次作网络直播
推销商河年货，就吸引了82万人次网友观看；今年

“五一”期间，他通过网络直播，推销了5000多万元
西瓜。在“网红县长”带动下，这个县兴起了“乡村

直播热”“网红热”，从70来岁的老大爷，到村里的
漂亮或帅气的“村姑”“村哥”，数百位农民开始做
起了直播卖货，有的粉丝已经超过10万人。同时，
当地举办的农产品直播培训班，也十分火爆。可
见，推动更多“网络直播”走进田间地头，帮助更多
农民掌握新技术“会直播”，基层组织和政府官员
应当积极有为。

我们喜见手机变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
“新农活”，但也要保持一份清醒。一副自拍杆、一
个耳机、一台手机，介绍一款农产品，“直播”未必
都“眼见为实”，也可能鱼龙混杂、以次充好。希望
有关部门既能看到“直播”的好处，也不能忘了科
学监管，直播到哪里，监管就要跟到哪里，发现什
么问题，及时解决什么问题。切记，乡村直播要持
续健康发展，加强监管是重要保障。

“虽然现在取消了药品加成，但在医院里，医
生开药拿回扣的现象却并没有消失。”日前，海南
省万宁市和乐中心卫生院的医生华生（化名）向海
南特区报反映，包括他自己在内，该院很多医生存
在收受药商回扣的情况。目前，万宁市卫健委已成
立调查组介入调查。(5月21日《海南特区报》)

这封举报信上提到，门诊部一些医生的业务
量大，如一个月看病开出10万元的药物量，即可获
得15000元的药品回扣金额。这位医生希望通过采
取举措来净化行医环境，他具有较高的医德水平，
并刻意避免开有回扣的药品，尽管如此，他平均每
月至少也可拿1000元的回扣。卫生院的服务半径不
大，来此看病的患者也不多，居然也能拿到这么多
回扣，这是过去较少出现的现象。

当前，随着取消药品加成、药品“两票制”等药
改政策的落地，“吃回扣”现象似乎已得到了一定
的遏制。但此次事件提醒我们，吃回扣并没有随着
药改政策的实施绝迹，在部分基层医疗机构反而
可能更加严重。

不久前，在北京市召开的2019年医疗保障工作
会议上，北京市医保局局长于鲁明就曾痛批基层
医疗机构过度诊疗现象：有社区一级的医疗机构，
年医疗费用最高竟达近亿元。这种现象警示我们，
城市医院对于医药代表管理趋严，“吃回扣”现象
可能转移到基层医疗机构，监管部门对此不应稍
有懈怠。

针对“广东惠州学院学生被曝因迟到4分钟被
处分”一事，5月16日晚，惠州学院发布情况说明
称，该校体育学院该生当日迟到情况属实，但网上
流传的处分通报“纯属辅导员张某某个人行为”。

通常来讲，学生迟到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
因素。如果是主观原因所致，我们就可以对其批评
教育，让其改掉自由散漫习惯；如果是客观因素造
成，那么，我们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能只讲
纪律的原则性，不讲教书育人的本性。所以，在我

看来，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没理由把学生迟
到4分钟与通报处分相提并论。

在舆情发酵之后，涉事学校又把锅甩给了辅
导员，这其实是错上加错。学生迟到4分钟被通报
处分，假如没有领导的授意，谁又敢擅自作出如此

“用力过猛”的处分决定呢？现在问题已闹得沸沸
扬扬，领导该承担责任的就应勇于承担，就别把锅
甩给辅导员了。

(5月21日/东方网 漫画/张建辉）

广东省民政厅近日专门下发《关于切实做
好高峰期婚姻登记工作的通知》，其中要求各
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关确保婚姻登记高峰
期服务热情不减、服务态度不变、服务质量不
降，同时要适当增设办理窗口、延长服务时
间。值得一提的是，省民政厅还要求各地要学
习借鉴广州市“全城通办”的经验做法，积极
探索开展异地婚姻登记。（5月20日《南方都
市报》）

相对于以一方户籍地为主的婚姻登记服
务，异地婚姻登记更能满足现代社会人口高流
动性的需要，更能为处于人与户籍地分离状态
的年轻人提供便利高效和低成本的服务，并且
也有助于增进年轻人在城市的归属感，也是未
来婚姻登记管理的必然趋势。不过，异地婚姻
登记举措改变的一小步，同时也是针对婚姻登
记户籍管理模式突破的一大步，相关的配套还
须先行。

一是法规还须配套完善。现行的国务院《婚
姻登记条例》和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规范》均
有规定，婚姻登记必须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
所在地办理。而异地办理婚姻登记，就突破了行
政法规关于婚姻登记管辖按照行政区域划分的
规定，必须在法规上找到清晰的依据以及可供
实务执行的统一规定，赋予管理与服务以合法
的遵循。因此，推行异地婚姻登记须在条件成熟

的情况，推动相关法规的修订，将婚姻登记从常
住户口所在地放宽到居住所在地。

二是信息共享还须配套完善。婚姻登记是
以登记为绝对权生效的要件，即通过登记确立
或解决合法的婚姻关系，登记需要对双方户籍、
身份以及婚姻状况信息等要件进行审核，就目
前来说，民政、公安、法院等部门之间尚未实现
信息实时互通共享，一些类别信息如婚姻登记
信息也未实现全国的联网，缺乏审核当事人婚
姻状况充分有效手段，只能延续“以证明证明证
明”的老路，反倒在户籍地登记结婚更便利。推
行异地婚姻登记管理，信息联网也须加快建设
配套，充分消除“信息孤岛”，让信息多跑路，助
力更多异地服务快上路。

三是管理服务还须配套完善。以居住地为
条件的异地婚姻登记，必然会带来婚姻登记服
务量的大增。在许多外来人口流入的热点城
市，流动人口规模甚至超过户籍人口，而且流
动人口中年轻群体占比较之户籍人口更大，不
但会带来管理与服务绝对量的成倍增长，也会
使得特殊时段的供需矛盾更突出。推行异地婚
姻登记管理，城市不但相对应的机构、场所、
设备、队伍等“硬件”需要加快升级，包括事
前疏导、错峰登记、预约服务等精细化服务的
“软件”亦需完善升级，防止扎堆导致“最后
一米堵点”的出现。

日前,河南省政府颁布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在农村学
校从教且教龄男满30年、女满25年的在岗在编教
师，符合申报条件的，可不受岗位结构比例限制，
直接评聘为中小学高级教师。（5月21日《新京报》）

在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化的今天，乡村教师
在经济上与身边的农民相比谈不上有多高，“做老
师不如打工”的情况很常见，乡村教师物质负担和
心理负担不轻。千姿百态的社会流动，改变了教育
的生存生态，“乡镇的想到县城，县城的想到市里，
市里的想到省城或者沿海发达地区”，年轻人又不
愿意来，从而导致乡村教师年龄老化、结构单一、
人员短缺，影响到乡村教育的生机与活力。

对于农家子弟而言，怕的是教育改变命运的
功能弱化，这侵蚀着他们对未来的信心。改善乡村
教育土壤，提升乡村教师的职业吸引力和竞争力
迫在眉睫。不论是给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还是教龄
达到一定的年限“直接评聘高级教师”，抑或加大
农村中小学教师周转房建设，善待、优待乡村教
师，将制度护佑和人文关怀结合起来，给予乡村教
师更多的价值认同与职业声望，让他们在“生活上
多一些保障，心灵上多一些温暖”，有助于让乡村
教师“轻装上阵”。

■ 漫 画推行异地婚姻登记

须配套先行
□ 房清江

警惕医疗“吃回扣”现象

转到基层
□ 罗志华喜见“直播”成了“新农活”

□ 孙秀岭

直接评聘高级教师

改善乡村教育土壤
□ 杨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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