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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下午，临清市康庄镇后
善董村村民董树磊的6个大棚里又
运出了4000多斤西葫、黄瓜等蔬菜。

“因为采摘量实在太大，只能多雇
人。”近几个月，早上天一放亮，董树
磊两口子就钻进大棚忙活，“不舍得
闲着，多摘一斤就多卖一斤的钱。”

2017年，经过调研考察，康庄
镇决定在后善董村试点流转土地，
发展大棚蔬菜项目。“当时建蔬菜
大棚，主要为了统筹扶贫资金，发
展扶贫项目，为周边贫困户长效脱
贫打基础。”康庄镇农林水综合服
务中心主任张彦君说。当年，康庄
镇统筹360万元扶贫资金建了23座高

标准蔬菜大棚。
集中建大棚之前，董树磊等村

民跟着康庄镇考察团到寿光等地考
察学习了好几趟，对于发展蔬菜大
棚项目，心里有了底。23座扶贫大
棚开建一个月后，董树磊也筹集80

多万元，建了 6座高标准蔬菜大
棚。“当时，有二三十户跟着建了
大棚，加上扶贫大棚，全村一共建
了108座。”张彦君说。这些大棚由
后善董村党支部领办的恒运种植农
场统一运营，“扶贫蔬菜大棚基本
全承包给了附近村民。”

后善董村村民董树尹除自建了
2座大棚，还包了3座扶贫大棚。

“一年承包费一万块钱，一个大棚
一年大约纯挣 3万块。”董树尹
说，这5座大棚每年能给他增收15万
元左右。因为运营得当，2017年以
来，后善董村的这23座扶贫大棚累
计实现扶贫收益80 . 76万元，惠及
800多户，近2000人。“十几个村的
贫困户享受了大棚项目分红，还有
部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在基地打
工，每月也有两千多元的收入。”
张彦君说。

2020年7月，这23座扶贫大棚确
权给了康庄镇15个相关行政村，大
棚也成了当地贫困户长效脱贫的基
石。也正因大棚项目的带动，后善

董村蔬菜产业越做越大，土地流转
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村民在蔬
菜产业上尝到了甜头。而且，随着
产业集约化和自动化程度提升，以
及土地产出效益的大幅增加，有些
年轻人也开始回村建棚种菜。

“扶贫资金分散使用很难发展
起产业来，统筹利用才能集中力量
办大事。”张彦君说。从2016年开始，
康庄镇先后利用扶贫等资金，集中
建设了分布式光伏发电站项目、高
效集约蔬菜温室大棚项目和高标准
鸡舍租赁项目。其中，高标准鸡舍厂
房租赁给双圣养殖有限公司养鸡，
可实现年收益50多万元。目前，康

庄镇6个原省定贫困村已基本形成
以光伏、大棚为主导产业的扶贫项
目，60个原非省定贫困村也都有确权
到村的扶贫产业项目，都能够形成
长期稳定收益，带动脱贫村增收、
助力脱贫户长效稳定脱贫。

随着众多扶贫项目走向成熟，
相关产业逐渐壮大，产业链条逐渐
延伸。其中，双圣养殖有限公司就
形成了“孵化、养殖、宰杀、熟食
加工”一体化产业链生产模式，带
动数百人就近就业。如今，在康庄
镇，因为成熟的产业链条形成而受
益的村民早已超出脱贫户范畴。

“如果政策允许，后期的项目
收益也可统筹使用发展村集体产业
或区域特色产业，这样就能实现产
业脱贫到产业振兴的有效衔接。”
张彦君说。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徐广鹏 马 彬

“朋友圈转发了关于基层干部
的批评报道，领导就要求我写检
查，朋友圈点赞的同事全部要深刻
检讨。”这是最近一位基层读者的
反应。

“写检查”的例子可能有些极
端，但类似的声音我们经常听到。
“我很想转发，但不敢让领导看
见”“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很想评
论但还是算了，怕被领导认出来”
“谈谈这个评论别放出来，我怕被
领导批评”……这是不少基层干部
的留言。

近年来，“三牛干部”“基层
官场暴力”“基层形式主义负担严
重”等一系列报道引发很多基层干
部的共鸣和认可。这些报道的目的
是为基层发声，督促相关领导和部
门自省整改，为基层干部减负减
压。报道推动了不少官场乱象的治
理，但相关读者反馈又暴露出了一
些新问题。

不少基层干部反应，一些领导
干部在面对批评报道时，表面上虚
心接受，背地里却大耍官威，禁止
基层干部转发、点赞、评论相关报

道，甚至勒令转发点赞的人写检
查、作检讨。这不仅是一种“心
虚”行为，更反映出部分领导干部
将“官霸”思想延伸到了基层干部
的朋友圈等私人生活领域，对很多
问题不仅没有整改反而阻塞其传
播，这种现象亟需警惕和整治。

一方面，部分领导干部公私不
分是关键。一些领导干部法治意识
淡漠，认为自己有对下属全方面领
导、管理的权力，不仅在工作中耍
官威、摆架子，更是在个人生活中
对下属指手画脚。他们将基层干部

个人的朋友圈等社交平台、留言评
论区也当作自己的办公室，毫无边
界意识，甚至将其与个人表现、思
想觉悟挂钩，污染了风清气正的基
层政治生态。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一些领
导干部不敢直面批评、接受批评。
面对切中要害的批评报道，这些领
导干部不是直面问题、积极解决问
题，而是选择了逃避的态度，甚至
通过勒令转发报道的人写检查的方
式禁止基层传播问题、反映问题，
假装对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好像

只要不让人转发、点赞这些问题就
不存在，让基层干部有苦不敢说、
有痛不敢明。作为领导干部，面对
来自基层的声音，应该及时了解情
况，为基层解决困境和难题，而不
是通过强制手段“堵”住他们发
声，这无疑是一种掩耳盗铃、自欺
欺人的行为，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
决，更会助长新问题的发生。

忠言逆耳利于行，这种将基层
干部的朋友圈当作自己“耍官威”
的舞台、不让人发声的领导，该醒
醒了！ (据《半月谈》)

转发批评报道被勒令写检查？

基层干部的朋友圈不应是领导“耍官威”的舞台

扶贫资金统筹利用 集中力量办大事

临清康庄镇将扶贫项目做成振兴产业

日前，全国“扫黄打非”办公
室安排部署开展“新风2021”集中
行动，其中“深层清理网上对未成
年人具有诱导性的不良内容”“督
促网络平台实施‘青少年模式’”
并切实发挥作用是“护苗2021”专
项行动的核心内容。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部分平
台、账号利用涉黄信息博眼球、赚
流量的问题仍屡见不鲜：有社交软
件中存在大量“污”表情；有聊天
群、社交平台的话题中发布涉黄图
片、语音，诱导色情交易；部分短
视频平台上充斥暴露低俗的“露肉
UP”，且这些内容对大多数青少
年，特别是未成年人轻易可见。

有缩写有暗语

“黄毒”藏在“黑话”里

记者发现，不少涉黄QQ聊天
群名或使用字母缩写，或使用暗语
等来打掩护。群成员信息显示，群人
数在300人至3000人不等，“00后”占
比在80%左右，其中不乏未成年人。

这些QQ群中，记者见到有人用
“黑话”进行涉黄交易。记者还在一
类“恋人下单群”里发现明码标价的

“菜单”：价格从几十元至数百元不
等，包括多类涉黄违规活动。

微博上，一些超级话题中出现
大量与教育场景相关的淫秽图片和
露骨评论，其中一些还诱导色情交
易或引流至黄色网站。而未成年人
能够轻松加入这些聊天群、话题组
或观看视频。

“青少年，特别是处于青春期
的未成年人，正处在生长发育的特
殊阶段，他们的认识能力、自控力
都比较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告诉记
者，“网络涉黄信息会对他们产生
不良刺激，增加诱发性骚扰、性暴

力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风险。”

难点：技术滥用 防护漏洞

成本制约 流量焦虑

国家网信办相关工作负责人明
确表示，网上“软色情”信息违背
公序良俗，污染社会风气，尤其危
害青少年身心健康，将集中整治利
用“软色情”信息博眼球、赚流量
的平台和账号。但要彻底清理“黄
毒”仍存现实难点。

——— 部分新技术被用于传播涉
黄信息。记者发现，QQ中支持
“阅后即焚”的“闪照”技术成为
传播涉黄信息的工具，增大了平台
审查难度。

——— 青少年模式漏洞大。根据

有关部门要求，主要网络平台通常
都会设置青少年模式。但记者发
现：切换至青少年模式后，记者仍
能在微信中搜索出大量纯文字“污
语言”表情包；在此前加入的QQ

群中依然可以浏览涉黄信息。
不仅如此，记者发现，多家网

络平台上线的青少年模式对用户均
无强制性。用户只需输入密码即可
自由关闭青少年模式。多名受访家
长表示，这仅对使用家长手机上网
的孩子能起一定作用，对自己拥有
手机的青少年则效果甚微。

——— 涉黄信息流量大，令部分
平台和账号经营者“欲罢不能”。
记者注意到，快手上“露肉UP”
流量颇高，部分浏览量高达千万

次。部分涉“黄”微博超级话题的
浏览量也不少，其中有的高达2000

万次。记者在某视频平台上发现，
题目低俗或软色情意味明显的视频
浏览量普遍高于合规视频。

有业内人士表示，流量不仅是
账号经营者变现的真金白银，更是
平台经营的生命线，面对“流量焦
虑”，清理涉黄低俗内容难度明显。

人工智能等技术潜力大

法律赋能推动平台重视

全国“扫黄打非”办负责人表
示，“护苗2021”专项行动中，将
督促网络平台实施“青少年模式”
并切实发挥作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网络空间安
全学院副教授关振宇认为，还可尝
试打造“青少年账号”，即“青少
年账号实名认证并绑定成家长账号
‘副号’”，此模式有利于加强家
长对登录权限的控制力，且技术开
发难度不大。

关振宇表示，平台应积极与监
管部门、科研机构合作，通过提供
运营中实际产生的高质量训练数
据，提升对隐藏不良信息的技术甄
别精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业与信息
化法治战略与管理重点实验室办公
室主任赵精武表示，网络安全法等
各项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均要求网络
平台要建立起严格有效的不良信息
甄别防范机制，这既是平台的法律
责任，也是其社会责任。对只算经
济账、流量账而见利忘义的平台，
应依法承担罚款、暂停相关业务、
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执照等
行政责任。

全国“扫黄打非”办负责人表
示，将推进重点互联网企业专设
“护苗”工作站点，打造“护苗”
品牌，开展“护苗”正面宣传教育
活动，打造“护苗”教育基地，推
动学校、家庭严格管理学生使用手
机等智能终端产品。

（据新华社）

“黑话交易”“涉黄超话”……

这些刹不住，毁的是孩子！
“明明是来调研减负实效，报

报表、写体会一样没少”“事事都
要表格、台账，还有严格时间表，
不报还要通报批评”……一些基层
干部反映，随着减负政策推进，确
实感受到了变化，但一些“刚性”
负担并没有减轻。

更有甚者，诸如创建文明城市、
法制讲堂等工作，往往是一个地方
台账做好后，其他单位拿去直接复
制，改个单位名称、换个图片，一张
图片能在许多单位重复出现。基层
干部直言，这些报表、工作内容中虚
的东西多，实的东西少，形式上浪费
的多，有价值的少。

一些地方基层负担重的原因，
首先是“痕迹管理”的思维方式还
比较普遍，事事要材料、件件要留
痕。留痕不是原罪，但把痕迹作为
刚性要求且过度泛滥，就应警惕。

一些地方基层负担依然繁重，
也暴露出更加深层的政绩观问题，
一些领导重视“安排好”而不是强
调“干得好”。基层工作是具体实
践工作，与表面政绩相比，更该看
重的是实际效果，否则很容易造成
上上下下疲于应付、毛毛糙糙只管
对付的后果。

干部干部，以实干为先，多去村
里看，和村民聊聊，才能知道村民真
正需要什么。人民群众需要基层干
部来到田间地头送清凉，而不是干
部在清凉的办公室里加班敲键盘。

减 负 减 负 ， 更 要 实 际 减
“重”，明面上的会议文件少了，
如果检查、考核和问责等方面的减
负跟不上，基层负担不仅不能真正
减下来，还更容易滋生形式主义的
新变种。基层督查检查考核工作更
注重“精”而不是“频”，才能让
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在实干真
干处发力。 （据新华社）

减负，
要实际减“重”

本报刊登种植
养殖、招商等各类
信息，营业执照等
各类证件挂失、注
销公告等。
联系电话：

0531-85193519
13506401282

减资公告
凯米拉化学品(兖州)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80068170837XN)股东决定：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70万元减

少至人民币12070万元。请债权

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

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

提出的视为没有提出要求。

凯米拉化学品(兖州)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3日

梁山吉旺运输有限公司

91370832MA3TLEEM07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减

少至1万元，请债权人于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卢念尚海洋渔业普通船

员 证 书 丢 失 ，证 书 编 号 ：

371321198208049769，职务：普通

船员，签发日期：2017-06-08，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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