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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拍造话题、骗取巨额打赏……

短视频乱象如何治理？

“履职这一年，我发现自己的工作
一头连着老百姓对美好环境的期盼，另
一头连着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进程。”3月7日，全国政协
委员黄绵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年
参加全国两会，他提交了《关于加快推
进拒马河流域防洪控制性工程前期工
作的提案》《关于加快推进南水北调东
线后续（二期）工程的提案》《关于强化
财政资金保障 推动农村环境设施健康
有序建设运营的提案》。“这三份提案主
要围绕城市水系统安全及精细化管
控。”他表示，今年提案的部分内容是在
去年一个提案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并
深入调研，形成的有针对性的提案。

建防洪控制性工程
确保房山等地防洪安全

黄绵松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我国极端暴雨天气越来越多，特别是
2012 年“7·21”特大暴雨自然灾害、
2023年“23·7”流域性特大洪水，让多地
遭遇巨大经济损失。

“拒马河是目前海河流域少有的几
条没有建大型水库控制工程的河流之
一。”他建议，加快建设拒马河流域防洪
控制性工程，完善以河道堤防为基础、大
型水库为骨干、蓄滞洪区为依托的防洪

工程体系，确保北京房山、河北保定、雄
安新区防洪安全。一是做好水库坝址多
方案科学比选，统筹防洪安全与生态安
全。二是高标准建设防洪控制性工程，
结合坝址实际尽可能加大库容。三是加
强组织保障，共同实现流域防洪安全。

关于南水北调东线后续（二期）工
程，黄绵松介绍，东线工程是南水北调

“四横三纵”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
沿线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
设、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华北地
下水超采综合治理等国家重大战略实
施的集中承载地，在确保国家经济安
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等方面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南水北调东线二期建
设，对整个国家水网的建设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补充和完善。”他建议，加快推进
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修编和东线二
期可研工作，加强工程规模、线路方案、
水质保护等重大问题研究，抓紧按程序
报批，力争“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充
分发挥东线工程多功能综合输水系统
的作用，保障国家供水安全、经济安全、
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生态安全。

推动农村环境设施
有序建设和健康运营

“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方面的工作，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接触，而且比较关
注。”黄绵松说，去年他的提案也提到了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长效运维管理体系
建设，今年的提案则是在去年提案的基
础上进行了细化，其中一个主要是针对
资金方面的问题。

一是财政资金保障不足。“目前，有
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处于‘晒太阳’状

态。地方财政缩紧或者是压力比较大的
话，易导致设施不正常运行甚至是闲置。”

二是使用者付费机制没有建立。他
认为，“这是由于农村生活习惯的问题，或
者是农民收入的问题。农民对于污水费
认知不够，导致很难收取污水费。”

三是社会资本投入动力不足。“使
用者付费机制建立不起来，社会资本关
注度相对就更低，社会资本需要通过参
与获得投资回报。”黄绵松说。

他建议，一是加大和优化财政资金
投入。中央财政加大对地方农村工作
的支持力度，同时合理调整财政资金发
放节奏，通过以奖代补等方式确保污水
处理设施长效运行。推动地方落实财
政事权，将设施运维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加大保障力度。二是制定公益性和经
营性相结合的政策，建立多元化资金来
源。建议发挥经营主体作用，通过城乡
一体化、环境治理与产业开发相结合等
方式，统筹城乡项目收益水平，吸引社
会资本参与。三是加强体制机制建设
和考核督察力度，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作为环保督察的重要内容，以督察为契
机抓落实，加强农村污水处理监管，强
化设施运维及问题整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何金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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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绵松

从“西湖1500元捞手机”，到“安徽
阜阳一女子被前夫家暴”，再到“给住院
婆婆吃泡面”……近年来，哗众取宠、话
题低俗、制作粗糙的造假短视频案例层
出不穷。

如何治理摆拍造话题、炒作博取流
量的短视频乱象？3月6日，全国人大代
表、广元市苍溪县白驿镇岫云村党支部
书记李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应该
进一步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效能，加大对

“自编自导”造假短视频的惩治力度，自
媒体博主需对生产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同时出台对优质视频内容创作的鼓励机
制，从而使“良币驱逐劣币”，进一步抑制
平庸、低俗、恶俗等内容的传播。

自媒体虚构故事编段子
必须注明“本故事纯属虚构”

近日，一名拥有千万粉丝的网红发
布视频，称在国外旅游时收到两本寒假
作业，要求归还给主人。该视频迅速传
播，央视网称之为“新黄色新闻”，并批
评网红用并不重要的消息吸引流量，占
用社会资源。

无独有偶，山东聊城一位网友发布
“住院婆婆吃泡面”的视频，引发网友热
议。事后，该短视频博主承认视频画面
是摆拍的，目的是为了“涨粉”。

近些年，网络短视频成为大众消遣
娱乐的方式，行业发展迅速，但同时也
滋生了各种乱象。一些主播为了吸粉
引流，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捏造事实博
取关注，造成了很大的社会不良影响，
甚至触碰法律红线。

李君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官媒
发布了假新闻，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处
罚。而自媒体即使发了不实的新闻，占

用了社会资源，却没有明确他应当承担
什么样的责任，最多批评教育或者封号
一段时间，犯错成本很低。”

李君认为，自媒体可以虚构故事编
段子，但是必须注明“本故事纯属虚构”
或“仅供娱乐”，如果不标注，一旦被发
现以假充真，发布者和创作者就要承担
相应的责任。包括最近AI视频工具

“Sora”生成的视频，连专业人士也真假
莫辨，这类视频在发布时应该加上“本
视频由AI生成”的字样。

直播间打赏不能“一刀切”
鼓励主播优质内容的生产供给

作为基层干部，李君对“直播打赏”
现象格外关注。

他回忆曾看到一则新闻：一个小学

生偷窥了母亲的手机支付密码后，偷偷
用手机给喜欢的网红主播打赏了十余
万元。当发现自己和丈夫起早贪黑省
吃俭用三年存下来的血汗钱被孩子“挥
霍”，白发苍苍的母亲对着镜头哭得声
嘶力竭。这一幕深深触动了李君。

“应当推动立法，遏制失控的直播打
赏。”李君发现，近年来直播经济尤其是
直播打赏缺乏明确规范，被一些不良的
网络直播经营者有意无意地恶意利用，
骗取巨额打赏，使得无数家庭遭受损失。

2021年我国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
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
出，网络直播平台建立、健全直播账号分
类分级规范管理制度，要针对不同类别
级别的网络主播账号在单场受赏总额、
直播热度等方面合理设限，要对单个虚

拟消费品、单次打赏额度合理设置上限。
这一规定已出台两年多了，但相关

的配套措施并未有效落地。
李君认为，对直播打赏的管理不能

“一刀切”，因为短视频、直播平台的优
质内容供给日益充分，大众通过短视
频、直播平台获取知识成为常态，“知识
普惠”效应已经形成。而直播打赏是对
知识产权的尊重，如果博主所讲的内容
对观众有益，那他理应可以因自己的劳
动获得相应的报酬。

他建议相关法律法规应当进一步
细化，对优质视频内容的创作者给予激
励政策，鼓励正能量、积极向上的优质
视频内容生产；对于“色、丑、怪、假、俗、
赌”等低俗内容的直播，应当加强惩治
力度，从而使得“良币驱逐劣币”，进一
步抑制低成本的平庸、低俗、恶俗内容
的传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芮雯 杨澜

“两会热点大家谈”留言方式

为了方便网友参与，从3月2
日起，封面新闻传媒矩阵开启多个
“两会热点大家谈”留言渠道，充分
收集读者心声。

1.在封面新闻客户端《两会热
点大家谈》互动稿件下留言；

2.在封面新闻官方微博、微信
或抖音账号进行留言；

3.进入封面新闻客户端青蕉
频道的两会热点大家谈专区发布
动态，图文或视频皆可，点击右下
角“发动态”即可；

4.拨打热线028-8696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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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热点大家谈

全国政协委员黄绵松建议：

加快建设拒马河流域防洪控制性工程

环资界别委员访谈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