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反反复复，我们已经麻木了。作为餐饮企业，疫情对我们生意的冲击

是最大的，这也直接体现在营收上。去年最困难的时候，企业现金流下滑了80%

左右。”河豚家族（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紫苏直言。

当前，我国市场主体已达到1.5亿户，其中企业4600万户，99%以上的是中

小企业。但近期，受原材料价格高企、用工难用工贵、融资难回款慢等因素影响，

中小企业主要经营指标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加大。对此，北京商报记者采访了多

家中小企业，探寻如何为中小企业“精准纾困”。

2政经北京商报2021.11.24

责编杨月涵 美编代小杰 责校唐斌 电话：64101946bbtzbs@163.com

建立负面清单 娱乐圈治理重拳出击

吴亦凡、郑爽、张哲瀚禁当

主播。11月23日，中国演出行业

协会发布主播警示名单。除了主

播，名单里还有显眼的三位艺

人。而这也是违法失德艺人首次

纳入网络主播警示名单。

“严禁转换阵地，曲线复

出……”同时出现在当天另一

份重磅文件中，至此，无死角阻

断违法失德艺人的后路，在市

场上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闭环。

直击痛点，切断后路，娱乐

圈治理再次升级。当天早些

时候，中央网信办印发文件，

进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

规范。

文件囊括大量未曾有的细

节：营销号带节奏？分级管理，

实时监测，动态预警。饭圈“明

争暗斗”？不得挑动粉丝群体

互撕谩骂、攻击对立，或刺激

诱导粉丝群体进行过度消费、

非法集资、非理性打投等应援

行为。

刚刚过去的这一天，或许是

整顿娱乐圈又一个足够特殊的

节点：娱乐圈的整顿风暴不仅常

态化，而且具体化、细节化。

违法失德艺人年年有，只是

今年特别多。小作文锤出了人

间失德的渣男渣女，日进斗金

的明星阴阳合同无数，网红主

播偷税漏税，爱豆塌房，粉丝互

撕，数据公司刷量控评，营销号

恶意炒作……

明星行为或者粉丝经济一

再超出法律边界，进行大力整顿

已经从上到下形成共识。谁能站

在舞台中央接受人们手中的荧

光棒，应该是有高门槛的，被严

格约束的。

翻阅过往，被捧上舞台中央

的人，得到的太多，约束甚少。犯

错成本不高，哪天栽了跟头，也

相信时间会抹平一切，大不了风

头一过，能经商可带货。

市场大了，妖怪多了。有

粉丝的市场，就有制造流量的

土壤。而这片制造出的土壤，

可以加倍制造危险的财富与

名利。

资本逐利，舞到了娱乐圈，

尝到了造星的甜头，便开始狂

欢裸奔。短视频和直播平台

推波，前有“吃个桃桃”式的

审丑之风，后藏劣迹艺人复出

后路。

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

在喉。2019年的《演员请就位》舞

台上，李诚儒的点评戳破了流

量的泡沫，也撕开了娱乐圈的

遮羞布。

颜值即正义，流量即王道，

热搜即真理……扭曲的价值观

之下，偶像失格，并不意外。当娱

乐圈搭载着资本、流量、营销等

多形态而来，甚至滋养了一条灰

色的产业链时，也为市场真切敲

响了警钟，给监管留下了极具挑

战的新课题。

在这个勾连了太多利益共

同体的畸形生态里，整顿风暴势

必从治标走向治本，只有戳中痛

点，才能心存敬畏。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娱乐圈“治病”
从不留后路开始

杨月涵

疫情反复 中小企业精准纾困还需几步

订单持续萎缩：鼓励政府采购

为中小企业纾困，国家再出新政策。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

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从推进减税降费、灵活精准运用多种金融政策

工具等9方面提出具体举措。11月23日，国务院

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了有关情况。

去年疫情初期，为扶持中小企业，地方多次

出台了减免社保、鼓励国有房屋租赁相关主体

减免租金等政策。杨紫苏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去

年这些政策都有享受到，给企业提供了实实在

在的帮助，但不少到今年也都难以维持了。“像

我们部分店铺一个月租金就要30万元左右，也

找过商场谈减租，但商场表示自己也很困难。”

疫情对餐饮业的影响也传递到了上游企

业。北京合益包装容器有限公司以生产纸杯为

主，公司订单在疫情期间有明显减少。“客户因

为疫情减少了20%左右。加上‘十一’之前一段

时间，限电限产也对公司经营造成了较大影响，

一方面是订单没法按时完成，同时原料纸成本

连续上升。收到了好几次纸企的涨价函，每次涨

价都在5%以上。”公司总经理鲍新春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

据国家卫健委，10月中旬以来的新一轮疫

情已接近收尾阶段。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加

大对中小企业的纾困力度势在必行。

“相比于给企业减免一些社保，其实我更希

望能够开源，能有更多人了解到我们企业，能够

扩大市场。”北京致聪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总经

理左聪坦言。近三个月来左聪所在的事务所订单

急剧萎缩，“按理年底应该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去年底，两部门曾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管理办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细化预

留采购份额、价格评审优惠、降低投标成本、优

先采购等支持措施。此次《通知》也提到，组织开

展供需对接活动，促进大型企业扩大向中小企

业采购规模。

用人成本提升：加强信息对接

不仅是订单数量萎缩导致营收降低，企业

支出成本也面临不降反升的问题。在采访过程

中，不少中小企业着重提到了用人成本的提升。

“2017年那会儿我们招服务员的工资大概

在税后每个月2800元左右，但现在涨到了5000

元左右。而且感觉由于疫情影响，现在招聘实在

太难了！尤其是女服务员非常难招，可能是外地

进京打工的人数有所减少。”

“员工住房成本也高了很多。我们餐饮业招

服务员都是要包吃包住的，像我们很多店铺是

在二环附近，员工要求住宿不超过步行20分钟，

公租房整治后，每个员工的租房成本差不多要

到2000元，这是非常高的。”杨紫苏告诉北京商

报记者。

对于去年开始要求的强制缴纳公积金，杨

紫苏认为，企业为员工解决住房已经是住房保

障的一种了，再要求缴纳公积金更加增加了企

业的负担，对于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来说意义也

不是很大。

事实上，基础性岗位招不到人、就业者找不

到理想的工作岗位，这种结构性就业矛盾问题

已存在多年，国家也屡次出台政策化解。北京商

报记者注意到，《通知》中也提到支持企业稳岗扩

岗，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及社保补贴、培训补

贴等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推动各级政府公共

服务平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发布

实时有效的岗位信息，加强用工供需信息对接。

融资贷款难题：加大信贷投放

营收减少、成本提升，现金流紧张成为不少

中小企业的现实情况。现金紧张的情况下，贷款

融资成为必选项，但中小企业融资向来被称为

“世界级的难题”。

“其实越困难的时候，银行越不愿意放贷，

尤其是对于我们餐饮企业，当然这也能理解。去

年我们找了很多家银行，信用贷款基本都做不

了，必须要抵押式贷款，而且也很难拿到低息的

贷款额度，利息一般都在6以上，很多时候还要

加担保。”杨紫苏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银行在近年推出了“税

易贷”政策，根据纳税额来贷款。杨紫苏也尝试

进行了申请，但却遇到了更现实的困难。“我们

在申请的时候，发现国家去年给咱们餐饮企业

免税了，这就导致去年我们没有纳税额，也就没

法申请了。”

贷款融资难是中小企业最常面临的难题，

也无疑是纾困政策的重点。《通知》中提到，新增

3000亿元支小再贷款额度，加大信用贷款投放，

按规定实施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政策。

对于受新冠肺炎疫情、洪涝灾害及原材料价格

上涨等影响严重的小微企业，加强流动资金贷

款支持，按规定实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

本付息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在发布

会上谈道，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引导地方法人银

行增加信贷投放，将优惠利率传导至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强化金融机构内部资源配置和

考核激励，加强科技手段运用，大力推广主动授

信、随借随还贷款模式，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王晨婷

天下苦娱乐圈久已。无论是明星违法失德还是粉丝失控，频出的“翻车”事故让“整顿饭圈”的声音愈发严肃而迫切。为

彻底斩断娱乐圈乱象，中央网信办再次重拳出击。

最新发布的通知涉及众多具体措施，包括提出建立负面清单、分级监测明星账号等，旨在进一步维护良好的网络舆论

秩序，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空间。同时，文件还指出严防违法失德艺人转移阵地、曲线复出，让净化后的市场不为劣迹艺人

留有后路。

“清朗·‘饭圈’乱象整治”

专项行动成果

负面清单+分级监测

11月23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进一步

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相关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建立负面清单、

分级监测明星账号等多项措施，旨在进一步

维护良好网络舆论秩序，营造更加清朗的网

络空间。

负面清单成为重要看点。《通知》列出包

括娱乐明星网上信息不得含有法律法规明确

禁止的内容，不得宣扬流量至上、畸形审美、

炫富拜金等不良价值观，不得为博眼球低俗

炒作绯闻丑闻、渲染明星情感纠纷隐秘细节，

不得未经授权曝光、买卖明星身份信息、家庭

住址、行程信息等个人隐私，不得批量发布涉

明星艺人及其作品，恶意营销或刷量控评，不

得挑动粉丝群体互撕谩骂、攻击对立，或刺激

诱导粉丝群体过度消费应援等八项行为。

另一值得关注的，是对明星账号分级管

理的强调。《通知》要求加强对明星、经纪公司

（工作室）、粉丝团（后援会）、娱乐类公众账

号、MCN机构等账号和主体的管理，从源头

上规范娱乐明星网上信息，同时要求网站平

台建立健全涉娱乐明星网上舆情监测、处置

和引导机制。

今年3月，#星援App开发者一审获刑五

年#登上微博热搜，2018年震惊市场的蔡徐坤

一条微博转发量破亿事件结束，而据媒体报

道，该幕后推手从中获利超600万元。同日，人

民日报发文指出“整顿无底线追星，严惩流量

造假正当时”，引发市场关注。

具体而言，各平台要全面摸清明星账号

注册底数，根据粉丝数量、传播能力、信用评

价等情况，对明星账号进行分级管理，相关情

况向网信部门定期报备。建立各平台重点关

注目录清单，对达到一定粉丝数量和传播能

力的明星账号，进行实时监测和动态预警。对

于热点敏感社会话题中，发布带偏节奏、混淆

视听、煽动极端情绪信息内容的明星账号，及

时采取处置措施，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封杀”违法失德艺人

除了对明星网上信息的规范，本次文件

还着重强调了对违法失德艺人的市场“禁入”

管理。

11月23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

（直播）分会公布了第九批网络主播警示名

单，警示人员共计88名，其中，包括“郭老师”

“铁山靠”等网络主播，以及吴亦凡、郑爽、张

哲瀚等演艺人员，这也是首次将违法失德艺

人纳入网络主播警示名单。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表示，对于不断出现

的新问题，行业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重视，坚

决不让问题主播有生存空间。

根据《网络主播警示与复出管理办法》规

定，网络主播警示名单中的主播在直播活动

过程中，发布含有严重违法违规、违背社会公

序良俗的内容且社会影响恶劣，由分会会员

企业主动上报并已在其平台予以封禁。

在业内人士看来，明星艺人是公众人物，有

很强的公共属性，需要以德艺双馨的标准对他

们进行约束。随着文娱产业迅速发展，“饭圈”乱

象等新情况新问题迭出，一些演艺从业人员政

治素养不高、法律意识淡薄、道德观念滑坡，违

法失德言行时有发生，严重污染社会风气。

“清朗”行动常态化

近年来网络空间呈泛娱乐化倾向，低俗

炒作屡禁不止，流量至上、畸形审美、“饭圈”乱

象等不良文化冲击主流价值观，明星宣传信息

内容失范，绯闻八卦、隐私爆料占据网站平台

头条版面、热搜榜单，占用大量公共平台资源。

作为应对，监管整治娱乐圈乱象的相关

工作也进入常态化。8月26日，网信办发布《关

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其中

包括取消所有明星的排行榜单、不得诱导粉

丝打榜和消费、严禁网络互撕现象、严控未成

年人追星行为、强化节目设置管理和规范应

援集资行为等。

就职于上海一家传媒公司的赵女士也是

一名饭圈资深粉丝，对于饭圈现象有着颇多

观察和见解。赵女士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

访时透露，多数艺人们早已在粉丝中呼吁过，

不需要应援、打榜、做数据了，近年来各类打

榜组织和社群也已先后解散。

“网信办今天的这项通知我十分理解和支

持，这对艺人和粉丝都将带来正面作用。现在

很多艺人都遭遇了很严重的私生活困扰问题，

因此减少艺人本身绯闻、生活的曝光，保护艺

人的私生活权利不受侵犯，不用频频因个人私

德问题上热搜，让粉丝的眼光更专注于文艺作

品本身，应该算个好事。同时，建立负面清单，

对于那些德行有亏的艺人，不让他们再出现在

屏幕上，对年纪比较小、价值观不成熟的粉丝

而言，也是一种潜在的保护。”赵女士说。

持续加强监管，指导网络平台完善社区

规则，规范粉丝群体网络行为，有助于建立常

态化的工作机制，推动“清朗”走向纵深，形成

治本治源的良好局面。据了解，下一步，中央网

信办还将通过加强网上涉明星信息规范、强化

账号管理、完善“饭圈”黑产业链打击机制、探

索建立粉丝引导机制等方式，完善制度建设，

为长效整治和规范粉丝文化打下坚实基础。

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

盛荣华表示，经过行动，抵制网络“饭圈”乱象

的舆论氛围更浓，广大网民对“饭圈”乱象的

本质和危害认识更加深刻，抵制“饭圈”乱象

的行动也更加积极、更加自觉。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实习记者韦璐

累计清理负面有害

信息40余万条

解散话题3000多个

加大网站平台处置处罚力度，

“约谈+经济处罚”多管齐下

40余万条
2万多个

6500多个

处置违规账

号2万多个

处置违规群主

6500多个

3000多个
约谈+经济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