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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省两会，省政协委员、乐山市
人民医院副院长钟怡，将关注点放在了
网络直播产业，聚焦打赏式经济。她认
为打赏式经济虽然满足了人们追求快
餐式娱乐消费的需求，但是错误打赏、
不理性打赏等现象时有发生，对一部分
人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影响。

为此，她建议落实平台主体责任，
治理直播打赏乱象，“完善打赏制度，通
过提供支付冷静期、部分金额限时可撤
回等方式，减少错误打赏和不理性打赏
等行为的出现。”

打赏榜单导致攀比
进而催生不理性打赏

钟怡介绍，网络直播领域的打赏主
要媒介是直播平台，促进网络行业的健
康发展，关键在于落实平台主体责任。

“‘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将治理网

络直播领域乱象作为重点任务之一，
但平台内容泛娱乐化，主播素质良莠
不齐，打赏金额和‘ PK ’次数未设限，

‘青少年模式’容易被钻空子，政策和
法规不完善等问题仍然存在。”钟怡

说，据她观察，当前在各大平台中，泛
娱乐化直播占据主导地位，同质化严
重、价值导向偏差、文化价值和传承性
低。由于直播行业准入门槛低，主播
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使得直播内容杂
乱无章，甚至不时有虚假营销和低俗
直播等情况发生。

具体到直播打赏上，钟怡说，不少
平台单次打赏金额最高可接近万元，且
可重复打赏，“同时，平台还设置了打赏
榜单和主播‘PK’，这无疑会导致虚荣
心与攀比风气的出现，进而催生不理性
打赏。”

建议提供支付冷静期
部分金额限时可撤回

针对上述现象，钟怡建议应进一步
落实平台的主体责任，制定直播行业标
准，完善打赏制度，出台政策性制度。

具体到当前的打赏制度，钟怡认为
平台应设置支付冷静期和高额打赏部
分金额可撤回功能，从而减少错误打赏
和不理性打赏行为的出现。

“打赏金额可撤回不是说完全否定
打赏行为，其针对的是高额的错误打
赏。”钟怡说，撤回时限可以是打赏行为
发生后48小时内，撤回额度比例应根据
实际情况有不同设定。

此外，钟怡还建议直播平台应根据
全国平均收入标准和财政支出，降低用
户打赏力度和频次。针对未成年人，要
绑定监护人相关信息，严防未成年人打
赏及不良信息摄取，当出现不良行为
时，及时对监护人发送警示。

“最终还是要完善政策法规，进一
步细化错误打赏行为中用户、主播和平
台三方的责任。”钟怡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卓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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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委员钟怡：

治理直播打赏乱象 建议设置支付冷静期

委 员 在 这 里

今年开年以来，全国最出圈的词当
数“文旅”，“尔滨”爆火之后，各地文旅
部门纷纷拿出看家本领花式揽客，不少
地区文旅局局长甚至亲自下场，跳舞、
喊麦、cosplay……全国网友直呼文旅

“杀疯了”。
热闹之后余留的则是冷静思考：如何

把昙花一现的流量变为可持续发展的“留
量”？全国文旅宣传如何避免“同质化”？

省人大代表、成都市文联副主席、
成都市侨联常委、成都浓园文化艺术传
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丽认为，全国各地
文旅的繁荣发展不能只依靠文旅局局
长“冲在前头”，当地所有的文化工作者
都是“排头兵”，只有协同一起发力，才

能持续长久地对外讲好属于本地的文
化故事。

“文旅局局长亲自上阵宣传本地文
旅，乍一看会让人眼前一亮，但随着各
地效仿，不免让人产生审美疲劳。”杨丽
认为，文旅局局长展示当地文旅的同
时，应当为“服务型政府”实际践行，在
政策研究、旅游品牌打造和对外宣传平
台建设上发出更大力量，为“留量”实现
和基础消费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实际出发，紧扣地域性文化的
特点，借助多元社会平台力量，从而将
文旅流量有效转化为资源优势。”

杨丽举例说，四川不只有大熊猫、
火锅、三星堆，还有公园绿道、体育风
貌、书香底蕴、文博鉴赏等各种充满“幸
福感”的文化名片。“不光要宣传文旅，

还应当通过社会力量进一步凸显市民
的幸福生活指数，这才是独一无二且具
有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输出。灿烂的巴
蜀文明、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是四川对外
文化交流的金字招牌，各地同四川做文
创联动的热情和积极性非常高。”

杨丽表示，四川应当加强和全国各
省份、世界各国在资源融合、项目规划、
品牌运营方面的联动效应，“我建议从
政府的政策引导支持层面，鼓励四川文
化企业以多元化的方式出海合作，同时
让新文艺群体聚落、民营文化企业、文
化产业机构与政府文旅平台形成发展
共同体，破解单兵作战式的发展困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芮雯

杨丽 受访者供图

代 表 在 这 里

省人大代表杨丽：

借助多元力量文旅流量有效转为资源优势

适婚青年结婚率下降，这是近年来
社会热议的话题。今年省两会，省人大
代表、全国青联委员温雪倩带来了“关
于支持青年婚育的建议”。

根据民政厅官网2023年11月27日
发布的“四川省2022年民政事业发展统
计公报”显示，2022年全省婚姻登记机构
和场所共计272个，其中婚姻登记机构66
个，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46.4万对，比
2021年下降9.3%。

建议加强政策支撑力度
全面降低养育孩子成本

“经过对我省青年婚育问题的网
络问卷和实地调查，青年婚育问题较
为复杂。”温雪倩建议，四川应构建“青
年婚育友好型”社区环境，加强政策支
撑力度，全面降低社会面养育孩子的
成本，让青年人想结婚且敢结婚、愿生
育且能生育。

温雪倩观察，从全国范围来看，现
行婚育支持政策主要侧重于支持二

孩、三孩等家庭，对头胎生育的支持政
策不多。

作为人口大省，四川对人口问题
一直很重视。早在2022年10月，四川
省委、省政府就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
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
案》。该方案的“干货”很多，提出稳妥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大力提高优生优

育服务水平、积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体系、着力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加
强政策调整有序衔接5个方面提出17
条措施，其中重点举措有：支持有条件
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福利性托育服
务；新建居住区按照每千人口不少于
10个托位、老城区和已建成居住区每
千人口不少于8个托位的标准规划建
设；鼓励银行机构为符合条件的夫妻
提供消费贷款，按生育孩次给予不同
程度降息优惠；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
庭放宽购房资格条件等。

探索头胎生育的政策支持
向综合领域全面覆盖

针对一孩的补贴，深圳、温州等地
已在2023年开始尝试制定新政策。按
照《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
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
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
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

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温州市户籍
人口一次性生育补贴发放办法（征求意
见稿）》也提出，符合政策生育的夫妻，
生育一孩予以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
1000元。

“支持头胎生育才是解决青年生育
和提高人口出生率最重要的方向。”温
雪倩建议，四川可先选择一个城市开展
试点，探索对青年头胎生育的支持政
策，时机成熟后向全省推广。这些政策
应该对购房、社保、个税、医疗等综合领
域全面覆盖，全方位构建“青年婚育友
好型”社区环境。

此外，她还提到，按照现行的医保
政策，试管婴儿和治疗不孕不育症所产
生的费用还不能使用医保和生育险报
销。因此，她建议医保部门综合研究，
开展试点，出台政策，将人类辅助生殖
术（如试管婴儿）和治疗不孕不育症所
产生的费用按标准纳入医保、生育险报
销范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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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温雪倩：

建议加大对头胎生育的支持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