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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去年全国1240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根据现行政策，
贫困户销号退出后，要留出缓冲期，原有
扶贫政策保持不变，帮扶力度不减，确保
稳定脱贫。但笔者调研发现，眼下，一些
基层把这种缓冲期家庭在建档立卡数据
库中标识出来后，“晾”在一边，不帮不
扶，一些家庭重陷困顿。

很多时候，贫困与脱贫之间，只有指
标量上的细微差距，并没有明显的鸿
沟。刚销号的贫困户非常需要继续扶
持，以实现稳定脱贫。为他们设置缓冲
期，“扶上马、送一程”，体现了党和政府
高度负责，也是实现“全面小康不落一
人”目标的科学的制度安排。但有的地
方，对中央这一要求学习不够、领会不
深，有的甚至不做针对性工作安排，这显
然对上对下都不负责。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是思想上要
认识到位。继续扶持缓冲期家庭，巩固
脱贫成果，符合脱贫攻坚规律和农村实
际。缓冲期农户普遍抗风险能力差，遭
一场灾，或遇上扶贫产业市场行情不好，
很可能就会返贫；家里出现孩子上学、老
人看病等变故，就可能“饱而复饥、暖而
复寒”。脱贫攻坚是场拉锯战，绝不是轻
轻松松一冲锋就能打赢的。缓冲期帮扶
挂空挡，返贫后就得重新帮扶，如此反
复、折腾，既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也势
必给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增加不确定
性。一定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把帮助
缓冲期家庭稳定脱贫，作为决战决胜贫
困的一项重要任务。

行动上拿出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
落实“缓冲期内扶贫政策保持不变、支持
力度不减”。受限于资金等帮扶资源，一
些贫困户脱贫了，地方政府就把有限的
资源拿来帮助那些更穷的贫困户，这是
出现缓冲期帮扶断档的现实原因。把缓
冲期帮扶切实落实到位，首先自然要继
续加大投入。脱贫攻坚既要做好增量，

继续减贫；又要做好存量，对缓冲期家庭
不能“一脱贫就撒手”，东西扶贫协作、定
点扶贫、驻村帮扶等扶持，一个都不能
撤。同时做好增量脱贫和存量脱贫，这
就要求投入上通过加大财政收入、动员
更多社会力量帮扶等办法“开源”，也要
求帮扶上通过整合资金、提高精准度等
方式提高减贫效率。

其次，要在提高缓冲期农户发展能
力上多下“针”功夫。帮扶毕竟是外因，

提高贫困群众的发展能力，才是他们稳
定脱贫的最大保障。立足根本，放眼长
远，缓冲期内要在这些方面下更大的功
夫。提升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是一
个见效慢、复杂性强的系统工程，需要在
改进帮扶方式下一番“绣花”功夫。帮人
先帮技。在技术传帮带上下更大功夫，
帮助缓冲期农户切实掌握一技之长。扶
贫必扶智。在思想和教育扶贫上下更大
功夫，激发缓冲期农户的内生动力，提高

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提高稳定就业能
力。授人要授渔。在提高缓冲期农户市
场经济适应能力上多下功夫，产业扶贫
要让他们更深度地参与到产业链中去，
让他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断扑腾，逐
步学会游泳。帮扶干部不能把这些当成
负担，觉得费事、耽误时间。磨刀不误砍
柴工，提升扶贫对象的发展能力，稳定脱
贫就能水到渠成，全面小康的脱贫攻坚
答卷才经得起检验。

找准传统艺术
在网络时代落点

□王钟的

一场二胡直播吸引21.5万用户，一位古筝主播
年收入超千万元——平日里许多传统艺术表演家
想都不敢想的受关注度，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一些进
军网络直播平台的传统音乐艺术表演家身上。箜
篌、古筝、琵琶……这些普通人在古诗词里读到，却
没有什么机会看到的乐器，正由演奏者在直播平台
上真实展现。

平日里“冷门”的传统乐器，为什么放到网络直
播平台上就“火”了？这首先要归功于互联网传播
的助力。比如，中央民族乐团中胡首席蔡阳，平时
如果到国家大剧院演出，观众最多的时候也不过
2000人左右。这还是在文化资源和传统艺术爱好
者集中的北京。但是，一旦网上直播，艺术传播突
破了时空障碍，全国甚至全世界喜欢这门艺术的人
都可以观看。

直播传统艺术，不仅集中了原本喜欢这些艺术
形式的“粉丝”，也能够利用直播的契机招徕新“粉
丝”。可能有人仅仅因为好奇点进去观看，由此喜
欢上了它；也可能有人本来对此心向往之，但苦于
现实中没有接触的条件，直播恰恰提供了“路人转
粉”的机会。利用传统媒体、传统手段普及和传播
传统艺术常常吃力不讨好，网络直播则四两拨千
斤，用互联网业界的话说就是：掌握了入口，就掌握
了用户。

把传统艺术放到直播平台表演，还有利于传统
艺术的新陈代谢、吐故纳新。与在音乐厅、剧场表
演的传统形式不同，网络直播直接面向用户，正面
迎接市场的考验。艺术家表演得好还是不好，艺术
形式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在直播数据上就能直接
体现。人们常说，传统文化不能抱残守缺，要适应
时代发展、与时俱进地调整形式。现在看来，包括
直播在内的网络平台就是鼓励和刺激传统文化发
展的重要通道。

网络直播虽好，但是正如一家直播平台公关负
责人所说的，平台主要是提供渠道，解决不了内容
问题。我们能看到几位在直播平台上走红的传统
艺术表演家，也要想到可能有许多艺术表演家上了
直播也没能走红。直播用户的审美与传统观众的
审美很不一样，既要看表演本身，也会看主播的“颜
值”。传统表演依赖于门票收入，把票卖出去就是
成功，而网络直播的收入依赖于打赏和流量，不乐
意看的用户可以随时“退票”。

既然选择了直播，就要与网络经济做伙伴，这
应当是传统艺术表演家在转型之路上应当形成的
观念。商业化运作也有鉴别“真材实料”的能力，尤
其是对于表演艺术，如果一位艺术家在商业上丝毫
不受欢迎，那么再自称是深受观众喜欢的艺术家，
也是大言不惭。让传统艺术深得人心，就要主动告
别体制的保护，在市场中找回生命力。

一个日常生活的选项，将成为
众多居民的必修课。前不久，国务
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
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实施方案》，其中有关 2020 年底前
46 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
分类的规定，令人关注。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大中城
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1.856亿吨，
用装载量为 2.5 吨的卡车来运输，
所用卡车长度能绕赤道 12 圈。而
只要处理得当，垃圾也能变废为
宝，关键就在于实现分类。本世纪
初，北京、上海等8个城市被确定为
全国首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
城市，但由于相关政策法规不够完
善、激励约束政策不够到位、各环
节衔接不够协调，分类推广一直难
以深入。一位网友感慨，“每次倒
垃圾我都凭有限的垃圾分类知识
仔细分类，可看到垃圾回收车将所
有垃圾一股脑都倒进车里，我感到
深深的委屈。”

在垃圾围城的压力下，明确生
活垃圾分类要求，落实各相关主体
责任，已是当务之急。垃圾分类是
系统工程，包括投放、收集、运输、
处理等多个环节；任何环节出问
题，都影响实际效果。目前，前端

分类标准五花八门、名称过于专
业，中端垃圾清运时常混装运输，
末端垃圾处理设施等配套系统无
法匹配需求，形成一个个隐形梗
阻。畅通垃圾分类的脉络，保证垃
圾分类处理、资源利用、废物处置
无缝衔接，需要政府、社会与公众
形成更强大的环保合力。

当前我国家庭生活垃圾中厨
余垃圾约占56%，可回收垃圾约占
26%。进一步完善垃圾分类制度，
促进垃圾清运和资源回收两网融
合，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质量，也映照着一个地
方的治理能力。“分类产生价值”，
垃圾处理至少具有减少污染和循
环利用两种社会功能。从实践来
看，前者主要体现为垃圾清运，因
为公益属性较强、责任明确，相关
管理工作卓有成效；后者主要体
现为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比如制
造新产品、堆肥、发电等，这方面
的产业链发展并不成熟，且牵涉
多个管理部门。针对这样的现
实，今后可以重点突破，通过体制
机制创新，多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进来。

由于发展程度各异、垃圾组分
不同，世界上并不存在统一的垃圾

分类标准，唯有因城施策、因地制
宜。城市生活垃圾中电子垃圾、瓶
瓶罐罐比较多，部分旅游城市的厨
余垃圾含量相对较高，末端处理方
式就应体现针对性。在部分农村
地区，有用有机垃圾沤肥的习惯，
可以采用“腐烂变质沤肥还田、可
回收资源利用、不可回收就近填
埋、有毒有害集中处置”的方法。
更有专家如此建议处理厨余垃圾：
把剩菜剩饭放进垃圾桶之前，先尽
可能将水沥干，垃圾含水率降低
了，资源回收效率和二次污染控制
水平也就提高了。无论采取何种
手段，最重要的是真正把垃圾分类
落实到位，避免产生新的污染和造
成资源浪费。

从“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
的环保理念，到“能卖拿去卖、有害
单独放、干湿分开放”的实操口诀，
事实证明，垃圾分类并没有想象中
那么复杂，是人人都能做到也能做
好的小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普
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13亿多
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建
立打通分类各环节的流水线，让公
众看到分类的实效，垃圾分类定能
成为生活新风尚。

招聘信息清晰准确很重要
□路中林

时下正值招聘旺季，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某些用人
单位在招聘信息中使用“有活力的技术团队”“扁平化管
理”“全方位成长机会”等语焉不详的“黑话”，误导应聘者。

像“有活力的技术团队”这一短语，我们习惯将其理解
为“鼓励创新”“团队年轻有朝气”“善于接受新事物”等意
思，然而据调查，在招聘中，这只是“团队成员工作年龄普
遍小于1年”的委婉说法。若照此理解，该招聘单位显然过
于“年轻”，在行业中根基还不甚稳固，这样其吸引力就大
打折扣了。显然，使用“黑话”的招聘单位在打擦边球，它
们希望在不说假话的前提下尽量把公司包装得好看些，以
招到更优秀的人才。从结果看，一些不明就里的求职者受
语焉不详的字眼迷惑，最后加入公司，用人单位看似赚大，
但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它们最终必定要为自己的“不诚实”
行为付出高昂代价。

招聘是双向的，招聘的本质是实现用人单位与应聘者
的最佳匹配。每个公司，由于发展战略、市场定位和经营
范围不同，所需人才也不一样，同样，对普通应聘者而言，
并非所有高大上的大公司都适合自己，自己的兴趣、特长、
职业规划不同，选择的公司就理所当然的不同。一些用人
单位之所以喜欢用这些让人“不明觉厉”的字眼，一方面可
能是不自信，特别是在提倡万众创业的当代，初设的创业
公司前景尚不明朗，很难招录到合适人才，而这一阶段的
创业公司又最需要有能力、有资源的行业精英加盟，为此，
尽量将公司的现状描绘得冠冕堂皇些便成为它们的当然
选择。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出于行业竞争的考虑，某些工作
岗位并不一定需要985、211高校毕业的学生才能胜任，可
细思之下，如果自己放宽用人标准，就可能将更有发展潜
质的人变相送给对方公司，打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小算
盘，各用人单位便争相使用这些更容易招徕优秀人才的用
语。许多应聘者之所以被“黑话”蒙骗，一方面是工作经验
尚浅，见识的公司不多，也不习惯同其他求职者交流经验
心得；另一方面极可能是出于单纯的虚荣心。从记者盘点
的被骗案例看，许多求职者看到模棱两可的宣传后，往往
做了过分夸张的解读，这说明他们缺乏清晰的职业定位，
大多抱着“面一家算一家”的心态，以如此散漫的态度对待
自己的人生如何能不被骗呢？

经历了初期双向选择后，无论用人单位还是应聘者都
发现自己曲解了对方，“曲解”可不只是待遇、休息时间等
问题，它还涉及到工作内容、个人职业规划等深层次问题，
许多员工习惯抱怨公司如何经常加班等，其实这只是表面
现象，他们不能适应的是那些需要经常加班处理的工作内
容，由于他们无法在工作中倾注灵感和激情，更不能将其
视为发展自我的当然途径，工作既然与自我成长全无关
系，那么额外加班、拜访客户、帮助其他同事等自然毫无乐
趣可言。同样，面对简历光鲜但对工作丝毫没有热情的员
工，用人单位同样懊悔不迭。双方对彼此不满，要么以员
工主动辞职告终、要么以公司开除员工收场。如此一来，
此前郑重其事的招聘便算是白费功夫了，无论是用人单位
还是求职者，都浪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事业更是一筹莫
展、不进而退。

保护古建筑
应拒绝“古今混搭”

□何勇海

据媒体报道，故宫博物院自2012年着手对院内彩钢房
屋等临时建筑进行整改和拆除，截至2017年3月底，共拆
除彩钢房55处，面积达3040.72平方米。根据计划，今年7
月底前故宫院内所有彩钢房将被拆除，届时，呈现在观众
面前的将是完整的古建原貌。

临时建筑在不少古建中颇为常见，往往承担一定的职
能。以故宫为例，多年来陆续搭建的办公用房、文物库房、
职工生活用房、经营用房以及花房、车库等，原本是文化遗
产的附属物。随着时间推移和观念变革，文物保护越来越
精细化、高标准化，临时建筑存在的隐患受到更多关注，比
如彩钢房使用的是易燃的聚苯材质，一旦着火，就会迅速
蔓延，极易酿成重特大事故，因此不得不拆除。故宫是目
前世界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群，保障安全就是
要做到万无一失，否则“一失万无”，整改和拆除临时建筑
的举措值得称道。

拆除临时建筑，也是对商业利益的舍弃与拒绝。相关
报道称，位于故宫乾清门区域的两处彩钢房，一度是纪念
品商店，生意非常好，拆除之后，有工作人员介绍，“一年至
少少赚2000万元”。这只是故宫在此次拆除“违建”中“忍
痛”去商业化的缩影。故宫确实不应该成为商业化的空
间，它是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的缩影，是不可多得、不可再
生的公共资源，要警惕浓厚的现代商业化遮蔽其本来具有
的历史气息。以拆“违”为契机，干干净净地恢复故宫名胜
古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守土有责的体现。

由此想到，近年来，不少地方历史名胜古迹的管理者
或为自身管理的方便之需，或为提高商业开发程度、促进
旅游经济发展，兴起一股“古今混搭风”，修建起一批现代
建筑，大煞风景地插入到古代建筑群中，显得不伦不类，有
的甚至想怎么“插花式”建设就怎么建设，无视历史文脉的
显现和延续。这是一种严重的管理不善，反映了管理者将
历史名胜古迹当成“大工地”“后花园”甚至是“财富源”的
思维。在故宫勇于拿自己的“违建”来“开刀”的榜样示范
下，其他历史名胜古迹是否也应该主动对自己的“违建”来
一次大拆除？

对待古建筑，需要有对原貌的“洁癖”，拒绝混搭乱
建。这不能仅靠管理部门的自觉，还应当建章立制，对它
们的办公用房、文物库房、经营用房等设施建设予以规范，
诸如办公、生活、经营等用房的面积不能超过多少平方米，
车库不宜建设于名胜古迹内，古迹周边多少米范围内不得
临时搭建，等等。还是以故宫为例，有消息称，临时建筑全
部拆除后，除从事古器物、古建筑工作的员工及负责安保
工作的员工重新集中安置外，所有行政人员将统一搬出紫
禁城，在城墙外复建办公场所。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规矩和
边界，历史名胜古迹的原有风貌就不会被一步步蚕食。

缓冲期帮扶 不能挂空挡
□顾仲阳

分类，垃圾才能真正产生价值
□吕晓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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