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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封面新闻推出《“两
会你我他”——热点互动征集》栏目，其
中有不少网友提出，现在家里电视的两
个遥控板，操作太复杂了，别说老年人
不会用，就算是年轻人都要摆弄一段时
间；开机后还不能直达想看的电视节
目，捣鼓半天不知怎么看电视直播……
希望有代表委员能关注此事。

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温江区寿安
镇岷江村党委书记陶勋花长期关注数
字乡村建设，她建议加快推进数字乡村
强农惠农富农专项行动，让农民真正享
受到数字化带来的红利。3月6日，陶勋
花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
访时特别提到，智能电视在农村的普及
并不顺利。“两个遥控板，操作复杂，看
电视的大部分是中老年人，他们中很多
人根本不会用。”她呼吁，智能电视的设
计应更加人性化，尤其是针对中老年群
体，应提供更友好的交互体验。

乡村发展
必须跟上数字化步伐

“城市里人工智能都普及了，我们
乡村也不能落后。”陶勋花表示，2025年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
强农惠农富农专项行动，为乡村数字化
转型提供了政策指引。她认为，乡村发

展必须搭上数字化的快车，通过数字化
平台整合零散资源，实现无缝对接，提
升农业生产效率、优化乡村治理水平、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然而，陶勋花也指出，当前乡村数
字化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农村网络
覆盖不足、网速慢、信号不稳定，部分地
区甚至还没有实现宽带网络全覆盖。”
她提到，农村地区智能终端设备普及率
低，适合农民需求的低成本、高性能设
备供给不足，制约了数字技术的推广。

智能电视
应提供友好交互体验
陶勋花特别提到，智能电视在农村

的普及并不顺利，“两个遥控板，操作复
杂，看电视的大部分是中老年人，他们
中很多人根本不会用。”

她呼吁，智能电视的设计应更加人
性化，尤其是针对中老年群体，应提供
更友好的交互体验。同时，她建议通过
政府补贴、以旧换新等方式，推动智能
终端设备在农村的普及。

此外，陶勋花还提到，尽管5G基站
已经建成，但农村地区的网速仍然较
慢，网费较高，这直接影响了农民对数
字技术的接受度和使用率。“希望政府
能够通过补贴、优惠政策等方式，降低
农村地区的网络使用成本。”

人才匮乏
应用场景开发也不足
陶勋花指出，乡村数字化建设还面

临人才匮乏的问题。“农村地区数字技术
人才短缺，现有劳动力的数字技能水平
较低，难以满足数字乡村建设的需求。”
她建议，通过高校、职业院校与农村地区
合作，开展数字技能培训，重点培养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农村电商从业者等。

同时，她提到，当前数字乡村的应
用场景主要集中在电商和基础信息服
务领域，智慧农业、智慧村务、乡村旅游
等特色应用场景开发不足，未能充分结
合地方特色和实际需求。“数字乡村建
设的综合服务能力较弱，缺乏可复制、
可推广的模式。”

搭建平台
满足乡村灵活用工需求
针对乡村灵活用工需求增加的问

题，陶勋花建议建设镇村级灵活用工平
台，整合乡村劳动力资源和企业用工需
求。“通过互联网派单模式，开发集信息
发布、供需匹配、技能培训、保险服务等
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平台，帮助村民在
地就业。”她还呼吁，针对灵活用工特
点，开发定制化保险产品，保障劳动者
权益。

陶勋花强调，数字乡村建设涉及多
个部门和领域，但目前尚未形成有效的
统筹协调机制。“各部门之间的政策衔
接和资源整合不足，导致数字乡村建设
的推进效率不高。”她建议选择一批具
有代表性的县（市、区）开展试点，探索
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并及时总结经
验，推动全国数字乡村建设全面展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静

全国人大代表陶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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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你我他

电视“两个遥控板”老人不会用？
全国人大代表陶勋花：智能电视设计要“适老化”

“孩子准备选择职教赛道，却感觉从
高职通向本科的专业选择范围比较小，
担心未来成长机会不多。”近日，在封面新
闻《“两会你我他”——热点互动征集》栏
目中，一位家长这样表达了这样的顾虑。

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
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肩负着为新质
生产力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的时代使命。职教人才的成长通道如
何打通拓宽？

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

常委、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在
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应进一步优化

“职教高考”制度，完善中职、高职、本科
和专业硕士纵向贯通的人才培养体系 。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尚存在职教
体系不够完善、校企合作不够深入、专
业设置与产业需求不够紧密等问题。”
苏华说。

如何推动职普融通？苏华认为，应
该给通道、给学历。他建议，要逐步扩
大技能型本科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

招生规模，增加对社会高层次技术技能
人才的供给；进一步优化“职教高考”制
度，完善中职、高职、本科和专业硕士纵
向贯通的人才培养体系，探索中职学校
学业水平考试与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
度，促进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学历证书
双向认定制度落地见效。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本质在于
提高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使其契合经济
社会发展与产业需求。”苏华认为，职业
院校要以技术技能为纽带，建立校企育

人共同体，通过“企业入校园、产品入实
训、工程师入课堂；教师进车间、学生进
工段、教学进现场”等方式，实现校企协
同育人。加快出台针对性强、能够落地
的产教融合实施细则，明确各方责任权
利，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
合共同体。不断优化课程设置、实践环
节及教学内容，培养更多掌握新技术、
新工艺、新方法、新标准的技术技能人
才，适应产业转型升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女子卖150碗熟肉被举报为三无
产品，法院判其退赔5万元”，“主播被曝
售卖假原切牛肉卷”……近年来，随着
类似打假新闻频繁曝光，“职业索赔人”

“知假买假”的行为一直饱受争议。
“职业索赔人”通过购买假冒或包

装不明商品后向监管部门举报，获取商
家赔偿。有人将他们视为维权斗士，也
有人认为他们是为了利益恶意维权。

在封面新闻《“两会你我他”——热
点互动征集》栏目中，有网友反映，身边
一些做小本生意的朋友，尤其是经营烟
酒、化妆品等商品的商家，经常遭遇“被
维权”的困境。这些“维权者”往往并不
针对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而是专门抓
住商家在经营过程中的一些小疏忽纠
缠不休，给商家带来诸多困扰和损失。

如何规范“职业索赔人”的维权行
为？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
资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廷安建议，
建立全国统一的投诉举报信息平台，并
从国家层面出台对“利用投诉、举报牟
取不正当利益”行为的认定办法。

实践中缺乏具体量化标准
近年来，“职业索赔人”现象引发社会

广泛关注。一方面，他们对制假售假行为
形成威慑，维护了消费者权益；另一方
面，高额索赔行为也给商家带来困扰。

“‘知假买假’者通过高额索赔、连

续购买索赔和反复索赔获利，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经营秩序，不仅破坏了营商环
境，还对司法资源造成了严重浪费。”刘
廷安指出，当前，“职业索赔人”身份认
定面临诸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虽明确禁止
利用投诉、举报牟取不正当利益，但缺
乏具体量化标准，执法人员仅能通过格
式化的投诉举报材料、短期内投诉举报
的频次等特征，从主观上感知恶意投诉
举报与普通消费投诉举报的区别。

索赔人逃避监测特征明显
刘廷安说，据他观察，恶意投诉举

报人逃避监测的特征明显。有的恶意投
诉举报人为了规避被行政机关监测到投
诉举报频次异常，会采取频繁更换投诉
举报人、用投诉举报信件代替线上投诉
举报、避免长期在同一个地方进行投诉
举报等方式，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执法人
员对恶意投诉举报进行认定的难度。

刘廷安说，恶意投诉举报人通常会
在不同的省、市、区(县)进行投诉举报，

而跨区域的行政机关对于投诉举报的
信息并不互通，导致执法人员在对恶意
投诉举报人进行检索时，在同一地区检
索到的投诉举报频次并不会太高，从而
难以认定其是不是为了生活消费需要
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此外，在恶意投诉举报的认定上，
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的意见也常常不
一致，导致部分行为难以被有效规制。

建议出台具体认定办法
针对上述问题，刘廷安建议，从国

家层面出台对“利用投诉、举报牟取不
正当利益”行为进行认定的具体办法，
明确相关行为的适用情形，从而减少行
政、司法成本的浪费。

为有效应对“职业索赔人”跨区域恶
意投诉的现象，他建议强化跨区域市场监
管部门投诉举报信息共享，建立并完善全
国投诉举报信息平台，将线上、线下投诉
举报信息进行整合，有助于从法律法规
层面上对恶意投诉举报行为进行认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芮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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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遏制“知假买假”索赔行为？
全国人大代表刘廷安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投诉举报信息平台

如何推动职普融通？全国政协委员苏华建议：

给通道、给学历拓宽职高学生成才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