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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智能电视难倒老年人

487

欢迎扫描二维码下载江
西新闻客户端，进入“党报帮你
办”频道，反映你遇到的问题，
我们将及时帮你问、帮你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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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为快

日前，中国家电网发布了《2022中国适老化电视调研报告》，
指出不少老年人在使用智能电视时遭遇困难——49.6%的老年人
表示“开机后不能直达想看的电视节目”、28%的老年人称“设备
多，不知道怎么切换”、20.9%的老年人认为“操作复杂，不知道怎
么找想看的内容”，还有不少人选择“直接放弃，不看了”。

笔者也有相同的经历，自家父母打开智能电视后不知所措，
自认为见多识广的笔者前来帮忙，却仍在不同遥控器、电视软件
和界面之间来回折腾，足足花费20多分钟才找到想看的节目。
这哪里是智能电视，更像是在考验人类够不够智能？

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亿，占
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18.7%。原本，老年人正是智能电视真正的
潜在、忠实用户，但当前市面上的智能电视大多在一味迎合年轻
人的喜好，丝毫不考虑老年群体的感受。智能电视对老年人的

“不友好”，正在一步步加剧。
老人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笔者呼吁，电视生产商、机

顶盒软件开发企业想老人之所想，急老人之所急，多一些“民生考
量”，少一些“利益考量”，在智能电视系统界面适老化、购买价格
适老化、使用体验适老化等方面改进产品，帮助他们跨越“数字鸿
沟”，无障碍收看电视，跟上时代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付 强

全面清理 楼道成为“回忆墙”
本报记者 陈 璋

现场督办 10亩农田复耕了
钟天明 本报记者 付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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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昌市东湖区董家窑街道新华社区江纤小区居民向

江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反映，楼道没有路灯，晚上

出行不方便。此外，楼道里环境卫生也较差，希望相关部门能

尽快解决。

为此，新华社区党委为辖区 79个单元、502个楼层安装了楼

层牌和声控路灯，解决了居民出行不便的问题。楼道在全面清

理后，墙面结合江西化纤厂历史文化挂上了充满记忆的老照

片。如今，小区的楼道焕然一新，受到群众一致称赞。

日前，抚州市东乡区瑶圩乡河渡村村民吴玉辉向江西新闻

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反映，他有 10 亩农田处于山坳地带，

地势洼凹、交通不便、杂草丛生，机耕犁进入困难且翻耕不便，

正愁赶不上春耕进度。记者当即将此难题反馈给该区纪委。

东乡区纪委立即将此事列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问题清单，

督促乡、村两级有关工作人员调配挖机和大型旋耕机，及时平

整道路，帮助吴玉辉翻耕了 10亩农田。

本报记者 陈 璋摄

干部到现场督办干部到现场督办，，为村民解决难题为村民解决难题。。

小区居民驻足观看楼道老照片小区居民驻足观看楼道老照片。。

索赔理由五花八门

今年 3 月上旬，宜丰县黄岗镇党委

书记李国样做完一场直播。直播间的货

架上，有着茄子干、杨梅干、冬瓜干等各

种各样的特色农产品，吸引了数千人在

线观看。几小时的直播下来，销售额也

达到上万元。

然而，这场直播结束后一周，李国样

突然接到了由宜春市 12345 转过来的投

诉。“一名河南的买家在直播间花 50 元

买了两瓶冰糖姜，收到货后打电话投诉，

称我们的包装上没有工业品执行标准

号，要求赔偿 1千元。”

如 此 情 形 ，并 非 李 国 样 第 一 次 遇

到。去年 10 月，一名山东的买家花 25 元

在直播间买了两瓶豆腐乳。没过多久，

该 买 家 也 是 拨 打 宜 春 市 12345 进 行 投

诉，理由同样是包装上没有工业品执行

标准号，要求赔偿 500元。

李国样的直播带货，源于去年开始

镇政府全力打造镇域农特产品品牌“黄

岗味道”，成立由政府主导运营的百姓农

业有限公司，重点生产销售当地特色“点

茶”产品，涵盖了数十种小吃。为了保留

独有的风味，这些产品绝大部分由当地

农妇手工制作，并直接带动 110 多人在

家门口创业就业，去年人均收入达到 3
万元左右。

3 月 15 日，站在直播间，李国样有点

沮丧。“我们做一场直播至少要准备一周

时间，五六个人参与。正因为准备充分，

产品质量和口味又过硬，赢得了很多消

费者的欢迎，谁知道会遇上这样的烦心

事。”李国样说，最近有“网红”主动联系

镇里合作，但只能婉拒。“就怕规模大了，

更多人‘盯上’我们的产品。”

在铜鼓县，提到直播带货，很多人都

知道一个叫“阿亮”的农户。作为抖音上

的“网红”和“新农人”，阿亮的粉丝数量

已经达到 333.3 万人，店铺里面也有 30
多件特色农产品。

“去年我做了 200 多场直播，销售额

300 多万元，主要是帮助农户卖产品，但

时常遇到投诉索赔。”阿亮告诉记者，去

年 4 月，一名重庆的买家花 1 千元分多次

购买了 50 罐辣椒酱，没过多久就投诉称

该辣椒酱存在“钠”超标的问题。

去年下半年，阿亮直播间的一款蜂

蜜产品又成为投诉对象。“买家说产品标

签上一些提法有问题，不符合广告法规

定，要求 10 倍赔偿。听说很多助农带货

的商家，都遇到过‘职业索赔人’，估计我

遇到的也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予以

规范。”

无奈赔偿心有不服
面对索赔的要求，妥协，成为李国样

和阿亮的无奈之举。

去年 10 月，收到投诉后，李国样与

买家多次沟通后达成赔偿协议。随即，

买家的微信上便收到了 400元的转账。

而阿亮在收到对辣椒酱的投诉后，

多次与买家沟通不成，后者随即向重庆

当地法院提起诉讼。“买家根本不是重庆

人，就是找了一个代理律师。几个月后，

我还是赔偿了几千元。”

然而，在李国样和阿亮的心里，他们

赔得并不服气。

阿亮告诉记者，他卖的辣椒酱是当

地一家农产品企业生产的，采用的原料

都是农户自己种植的。“企业有生产经营

许可证和食品安全许可证，资质不存在

任何问题。为了保留独有的风味，辣椒

酱的‘钠’可能有一点超标，我们在认识

到问题后目前也在积极改进。”

李国样表示，我省早在 2017 年就开

始实施《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小

摊贩管理条例》，镇里农户生产的特色小

吃属于该条例管理范围，也取得了由市

场监管部门颁发的作坊登记证编号，不

应该参照工业品执行标准。“一来农户没

有能力办厂，二来他们手工制作更有特

色。如果都是工业品执行标准，‘黄岗味

道’也失去了独有的风味。”

“刚开始遇到这种事，我们根本没经

验。12345转来问题后，又要求我们尽快

解决，否则会直接影响县里在全市 12345
问题办结率上的排名，最终压力还是在

我身上。”李国样说。

“职业索赔人不能算是消费者，他们

的投诉理由五花八门，很多都是钻法律

空子，最终诉求就是要 10 倍赔偿。如今

乡村大力发展直播助农，这个问题亟待

解决。”阿亮向记者表示。

亟待市场规范有序
“对于职业索赔人、职业打假人的身

份认定，目前仍然是模棱两可，政府也没

有明确的管理办法。”江西省消保委相关

负责人说，“有的人支持他们，认为他们

买了东西就是消费者。有的人则非常反

感，认为他们不是为了消费而消费，严重

损害了商户的利益。”

该负责人表示，当前，我省乡村电商

销售的农产品中，很多都获得了“江西省

食品小作坊登记证”，这也是我省为了规

范食品小作坊等生产经营行为，保证食

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

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的条例。如果

农户遇到外省买家以商品没有工业品执

行标准为由进行索赔，可以直接拒绝，当

地政府也应支持农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对此，李国样深表认同。他告诉记

者，针对今年 3 月上旬买家投诉冰糖姜

没有工业品执行标准号的问题，在市场

监管部门的指导下，他通过微信详细阐

明我省的法律法规，并明确拒绝了买家

索赔要求。“最后买家说赔偿 100 元，我

也不答应，这是原则性问题。”

对于乡村发展直播助农遭遇“索赔”

的现象，省消保委相关负责人认为，不论

是生产企业还是农户自身，一旦产品要

对外销售，首先还是要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打铁也要自身硬。这是前提，不能

让别人在这上面抓住把柄。”

该负责人还呼吁，国家相关部门一

定要尽快出台约束职业索赔人的法律法

规，否则遇到了纠纷，市场监管、法院等

部门没有明确的执法和审判依据。“当

然，那些‘消费者’不论出于什么目的购

买，也不应无道德、无底线地一味索赔。”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柱国表

示，以前，地方特色农产品主要是自产自

销，销量很小，当这些产品坐上了直播助

农的快车后，体量急剧增长，很多问题就

暴露了。因此，相关部门一方面应该尽

可能完善法律法规，保护百姓食品安全；

另一方面在管理上也应有所区别，让农

户的正当利益也能得到保护。

“大力发展乡村直播助农，是接续乡

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建

议政府部门像以前帮扶脱贫户一样去帮

扶农户，特别是针对农户和乡镇企业法

律意识不足等问题，加强培训和扶持，营

造更加健康有序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环

境。”王柱国说。

乡村直播助农遭遇乡村直播助农遭遇““索赔索赔””之困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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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要振兴，产业须先行。
近年来，随着电商销售、直播带
货等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我省
各地的乡村也不断挖掘商机，整
合当地特色农产品，由线下转向
线上销售，不仅壮大了乡村集体
经济，更实现了点对点地帮扶，
在接续乡村振兴发展上迈出了
重要步伐。

然而，在不断壮大的数字经
济规模背后，我省不少农户和乡
镇企业却遇到了新的问题。一
些职业索赔人通过电商渠道购
买农产品后，以各种理由进行投
诉，进而要求高额赔偿，严重挫
伤了农户的积极性，甚至产生了

“卖得越多，赔得越多”的担忧。
乡村直播助农如何又好又快地
发展？农户又如何面对和避免
职业索赔问题？记者对此进行
了调查。

旧房被拆，新房难建

3 月 20 日，江新明向记者表示，他是

无房户，想新建一栋房子，但是在申请办

理建房证的时候遇到了难题。

江新明告诉记者，他家房子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年久失修，到处漏水，墙体

也开裂。2019 年 3 月，他提出申请建新

房，村委会也开具了同意建房的证明，但

程序走到镇政府就卡住了，理由是他不

符合一户一宅的建房条件。

今年 1 月，江新明却成了无房户，因

为弋江镇开展“五拆五清”行动（拆违建

房、危旧房、废弃房、围墙、钢棚；清垃圾、

淤泥、杂物、路障、杂草），他家的房子被

当地政府鉴定为危旧房，在此次行动中

被拆除了。

“当时要拆除我家房子的时候，镇政

府答应，很快就可以让我建新房，但现在

已是 3 月份了，办理建房证的申请至今没

有进展。”江新明告诉记者，镇政府为了

完成“五拆五清”任务，拆房速度很快，一

天就拆完了，如今自己想办理建房证却

很慢。从 1 月份至 3 月份，他多次去弋江

镇政府询问此事，却未得到确切答复，至

今还不知道堵在哪个环节。现在一家 6
口无家可归，只得借住在村里邻居的一

栋破旧房子里。

已安排“帮办专员”申办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根据省农业农

村厅、省自然资源厅 2020 年 3 月 27 日下

发的《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

通知》文件精神，江新明申请建房须通过

村委会同意并公示至少 5 天，公示无异议

后 ，村 委 会 向 弋 江 镇 政 府 提 交 建 房 申

请 。 按 照 相 关 流 程 ，7 个 工 作 日 应 该 办

结，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超出弋江镇政府

宅基地管理或规划执法权限的，依照职

责及时向弋阳县农业农村、自然资源部

门移交。

那么，江新明申请建房证究竟是哪

个环节被堵？对此，3 月 21 日，弋江镇镇

长杨雯告诉记者，江新民确实是无房户，

符合一户一宅的建房条件。

杨雯向记者介绍，目前，江新民建房

申请在村里已经通过公示，镇政府这一

环节也没有问题，其建房证申办的难点

就在于弋江镇已经列为弋阳县的城市规

划区，江新民提出的申请超出了弋江镇

政府审批权限，按照有关流程，需要县自

然资源局审批通过后，再经县政府召开

城乡规划管理委员会通过。

“鉴于江新明一家住房的实际情况，

我们已经安排‘帮办专员’对接此事。”3
月 22 日，弋江镇党委书记章峰告诉记者，

目前已经把江新明申请建房的材料提交

到了弋阳县自然资源局，下一步“帮办专

员”会找相关部门积极协调沟通，尽早帮

江新明办好建房手续。

对此，江新明表示接受，愿意在“帮办

专员”的指导下，完成建房手续的审批。

弋阳县弋江镇一村民旧房被拆，想建新房却办不到证

镇政府派出“帮办专员”帮无房户解忧

回应群众关切
要解释更要解决
政府被视为老百姓的靠山，在

老百姓眼里，政府官员说话一定算
数。无房户江新明家的危旧房，在
当地政府的“五拆五清”行动中，一
天就被拆除了，但后来办理建房证
进展不如人意。

现在，当地政府已经原原本本地
解释清楚这个问题的堵点在哪，让江
新明知道了建房证申领遇到的实际
困难是什么。随即，在向江新明解释
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安排了“帮办专
员”为他解决实际问题，得到了当事
人的理解。这说明，对待群众一定要
耐心、细心、诚心，回应群众关切既要
解释更要解决，唯有如此，才能为群
众办实事、办好事，构建良好的干群
关系。

3月22日，上饶市弋阳
县弋江镇大树村的无房户
江新明向江西新闻客户端

“党报帮你办”频道反映，弋
江镇政府已安排专人对接，
帮他申办建房证，解决了他
建房无证的难题。

记者手记

“镇村干部帮助我们解决了启动资金，闲置多年的养猪场

成了村民增收的养羊场。”近日，樟树市昌傅镇孟塘村村民向江

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报”频道反映，村水库旁的养羊场已经

改造完成，首批 220 头小羊羔顺利“入驻”。村里将依托这个标

准化湖羊养殖基地，吸纳当地脱贫户、低保户等人群通过入股、

务工等方式增加收入。

陈文飞 本报记者 徐黎明

解决资金 闲置地变养羊场

废弃猪场改成养羊场为村民增收废弃猪场改成养羊场为村民增收。。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黎明徐黎明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