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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规矩守规矩 直播带货才能行稳致远
□本报评论员 于哲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完成了《北
京市直播带货合规指引（征求意见稿）》
并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明确了直播带
货平台经营者以及直播带货从业人员的具
体合规要求，比如直播带货从业人员不得
以“全网最低价”等不实表述误导消费
者。   （据《北京青年报》）

  近年来，随着电商直播行业的蓬勃发展，直播
带货以其独特的互动性和即时性，吸引了无数消费
者的眼球。然而，与之相关的涉及虚假宣传、价格
误导、销售违禁商品和不文明带货等问题也越来越
多，这不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扰乱了公

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为直播带货行业“立规矩”，
加强对直播带货的规范化管理已迫在眉睫。
  围绕直播带货，国家层面已经立了不少规矩。
7月1日起将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实施条例》规定，直播带货必须说清楚“谁在
带货”“带谁的货”；2022年印发的《网络主播行
为规范》，对主播作出系统规范……
  但在现实中，直播带货违法行为依然频发，究
其根本原因是法律法规的“篱笆”扎得不够紧、不
够密。在电商市场规模持续做大、直播带货无处不
在的背景下，每个地方都需要以合规指引等形式，
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纠正主播和平台的不当行为。
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直播带货合规指引（征求
意见稿）》共四章三十一条，明确了直播带货平台
经营者以及直播带货从业人员的具体合规要求，不
仅强化了直播电商平台的主体责任，也为带货主播
划定了“红线”，将对引导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起到

积极推进作用。
  直播带货是传递价值，而非通过无序的内卷和
套路玩法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网络消费市场的繁荣
发展离不开法治护航，也需要多方力量协同共治。
一方面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强化主播
的法律意识，对在直播中游走在法律边缘、挑战公
序良俗、污染网络空间、扰乱社会风气的直播带货
行为，明确惩处机制，让守法经营者获得更持久的
利益。另一方面，也要压实直播电商平台的主体责
任，平台要完善管理措施，合力促使商家、主播合
规诚信经营。此外，监管部门要建立信息披露制
度，加强执法，对直播带货市场全面监管，切实维
护市场秩序。
  只有主播自律、平台严查、政府严管、法律严
惩，才能共同打造生态良好的网络消费空间，切实
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直播带货行业也才能行
稳致远。

促进青年就业创业 11项举措发布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教育部、财政部19日联合发布《关于做好高
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提出11
项政策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创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通知的一大重点举措是合并实施一次性吸纳就
业补贴和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符合条件的
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登
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可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
执行至2025年12月31日。
　　先进制造业是青年就业的重点行业之一，通知
明确实施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这一举措，将开
展先进制造业职业体验活动，建立先进制造业企业
集群职称评审“绿色通道”等。
　　实施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这一举措将

支持企业、政府投资项目、事业单位开展就业见
习，在今明两年每年募集不少于100万个就业见习
岗位。
　　就业困难青年帮扶也有新举措。通知要求强化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帮扶，建立实名台账，普遍
提供至少1次政策宣介、1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
荐及1次培训或见习机会。强化困难高校毕业生结
对帮扶，及时将脱贫家庭毕业生、残疾毕业生、长
期失业青年、求职补贴发放对象纳入帮扶台账，针
对性提供高质量岗位信息。
　　为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
作，通知还提出延续实施国有企业增人增资政策、
鼓励引导基层一线就业、支持自主创业和灵活就
业、大规模组织招聘对接服务、强化青年求职能力
训练和学徒培训、高效办成高校毕业生就业一件
事、加强就业权益维护等7项举措。

2023年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构办结案件35.2万件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2023年全国各级行政
复议机构新收案件38.5万件，同比增长42.7%，办结
35.2万件，行政复议案件数量首次超过行政诉讼。
群众对行政复议满意度有较大提升，行政复议化解
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开始显现。
　　这是记者19日从司法部召开的行政复议护航企
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情况。
　　据介绍，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行政复议机构积
极办理涉企行政复议案件，规范涉企执法行为，为
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服务和保障。2023年共办
理涉企行政复议案件3.98万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
失103.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9%和409%，在维护企
业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据悉，为积极办理涉企行政复议案件，规范涉
企执法行为，司法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工
商联，于今年6月开展行政复议护航企业高质量发
展专项行动，通过畅通涉企行政复议申请渠道、加
大对涉企行政执法的监督力度、强化涉企行政复议
案件跟踪问效等5个方面18项具体举措，努力为发
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
保障。
　　当日，司法部发布一批公正高效解决涉企行政
复议典型案例。典型案例涉及行政处罚、行政许
可、行政征收等事项，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积极示范作用。

今年超千家“小巨人”企业

将获财政奖补支持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记者19日从财政部获
悉，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中央财政资金
进一步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2024年
首批先支持1000多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两部门日前印发的通知明确，2024年至2026年，
聚焦重点产业链、工业“六基”及战略性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领域，通过财政综合奖补方式，分三批次重
点支持“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2024年首批先支
持1000多家“小巨人”企业，以后年度根据实施情况
进一步扩大支持范围。
　　据了解，中央财政资金将支持重点领域的“小巨
人”企业打造新动能、攻坚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强
化产业链配套能力，同时支持地方加大对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培育赋能。奖补标准方面，新一轮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奖补政策拟沿用此前奖补标准，即按照每家企
业连续支持三年，每家企业合计600万元测算对地方
的奖补数额。

报告显示：我国毒品问题总体可控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国家禁毒办19日在京
发布《2023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报告指出，
2023年，中国禁毒部门大力整治突出毒品问题，全
力防控毒品问题反弹风险，毒品问题总体可控。全
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4.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6 .5万名，缴获各类毒品25 . 9吨，同比分别上升
12.6%、21%、18%。
　　报告显示，中国毒品滥用规模持续萎缩，毒品
滥用治理成效持续显现，截至2023年底，中国现有
吸毒人员89.6万名，同比下降20.3%；戒断三年未发
现复吸人员407.8万名，同比上升7.6%。全年共查处
吸毒人员19.5万人次，同比下降1.1%。
　　新闻发布会还通报，禁毒部门深化涉麻精药品
等成瘾性物质专项治理，2023年10月以来，全国共
破获涉依托咪酯违法犯罪案件8667起，查获依托咪

酯滥用人员6.8万名。严密制毒物品管控措施，2023
年，全国缴获制毒物品938.5吨，同比上升42.2%；
云南查缴非列管化学品3556吨，同比上升27%。今
年以来，我国部署强化制毒物品源头属地管控，调
整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品种目
录，新增24个管制品种，实行最严格的管控措施遏
制制毒活动。
　　“当前，我国禁毒工作稳中有进、毒品问题总
体可控。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国际毒潮持
续泛滥的态势仍未改变。”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
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晓军表示，禁毒部门将持
续开展“清源断流”，整治突出毒品问题，防控重
大涉毒风险，深入推进禁毒人民战争，健全完善毒
品治理体系，务实开展禁毒国际合作，努力推动禁
毒工作高质量发展。

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理事会

第二次会议在青岛召开

  6月19日，与会者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理事
会第二次会议的非遗展区参观。当日，由国家文物
局、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
盟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山东青岛召开。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