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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擅自关闭高速路 货运物流全力“疏堵”

中老年人的网红梦：一手流量一手韭菜？

责编杨月涵 美编白杨 责校唐斌 电话：64101946bbtzbs@163.com

当下全国疫情多点散发，物资保供成为焦

点，由此也牵扯出了货车司机被迫隔离的窘

境。4月11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的《关于切实做好货

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公布，其中明确提到，严禁擅自阻断或关

闭高速公路、普通公路、航道船闸。同时鼓励有

条件的地区为货车司机、船员提供免费核酸检

测服务。切实做好因疫情滞留的货车司乘人

员、船员的餐饮、如厕等基本生活服务。

畅通交通运输通道

连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长三角省市以及周

边山东等省对高速公路加强管控措施，部分收费

站出入口、服务区等关闭，不少货车司机受到影

响。但交通运输的畅通，是防疫政策之下，生活物

资、重点生产物资等得以保障的关键一环。为此，

《通知》明确，要全力畅通交通运输通道。各地区和

有关部门要迅速启动部省站三级调度、路警联动、

区域协调的保通保畅工作机制，确保交通主干线

畅通。

同时，严禁擅自阻断或关闭高速公路、普通公

路、航道船闸，严禁在高速公路主线和服务区设置

防疫检查点，高速公路防疫检查点应设在收费站

外广场及以外区域，具备条件的地方要配套设置

充足的货车专用通道、休息区，不得擅自关停高速

公路服务区、港口码头、铁路车站和航空机场，确

需关停的，要按规定报批。

4月7日，面对部分地区对货运车辆采取层层

加码、一刀切的通行管控措施，交通运输部便已提

到，严禁在高速公路主线和服务区设置防疫检测

点等内容。此次《通知》则提出了更为具体、全面的

要求。

例如优化防疫通行管控措施方面，不得随意

限制货运车辆和司乘人员通行，不得以车籍地、户

籍地作为限制通行条件，不得简单以货车司乘人

员、船员通信行程卡绿色带*号为由限制车辆船

舶的通行、停靠。加强从业人员服务保障方面，原

则上防疫检查点都应就近配套设置充足的核酸检

测点，在车流量较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加密设置

核酸检测点。

保障邮政、快递车辆通行

邮政快递服务连接千城百业、联系千家万户，

事关经济发展和民生需求，疫情之下，保障邮政快

递网络正常运行同样重要。对此，《通知》提到，要

切实保障重点物资和邮政快递通行。

具体而言，涉疫地区所在省份的省级联防联

控机制应根据本地疫情防控形势和重点物资运输

需求，建立健全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制度，实

行网上办理，全国互认。要充分发挥区域统筹协调

机制作用，加快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东北

三省、成渝等重点区域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协同联

动。要确保涉疫地区港口码头、铁路车站、航空机

场的集疏运畅通。要将邮政、快递作为民生重点，

切实保障邮政、快递车辆通行。

此外，《通知》还提到，全力组织应急物资中

转。疫情严重地区要依托周边物流园区（枢纽场

站、快递园区）、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加快设立启用

物资中转调运站、接驳点或分拨场地，并及时向社

会公告；对需跨省域设立的，相邻省份要给予支

持。对进出全域封闭城市内物资中转站点的货车

司乘人员，在严格落实闭环管理措施、24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情况下，实行通信行程卡“白名单”

管理模式。

着力纾困解难

本轮疫情突如其来，不少行业、企业的正常生

产经营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对此，《通知》提到，

各地区、各部门要着力纾困解难，全面落实小规模

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实施留抵退税，以及缓缴养

老、失业、工伤保险费等政策。

在金融支持方面，引导金融机构创新符合交

通运输业特点的动产质押类贷款产品，盘活车辆

等资产，对信用等级较高、承担疫情防控和应急

运输任务较多的运输企业、个体工商户加大融资

支持力度。各地区要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

符合条件的运输企业提供融资增信支持，依法依

约及时履行代偿责任，积极帮助有关企业续保续

贷等。

地方层面，多地也已经推出了具体的纾困措

施。4月11日，济南形成了应对疫情冲击助企纾困

的25条政策措施，当天正式印发实施。而继3月

《无锡市关于加大力度助企纾困推动经济稳定健

康运行的若干政策措施》出台后，为了稳定市场主

体，纾困政策也迎来了再次“加码”，新增了12条

补充政策，涉及停业补助等内容。

北京商报记者杨月涵

4月11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305场

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商务局副局

长赵卫东介绍，根据对批发端和

零售端的每日监测，目前北京生

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形势稳定，秩

序良好，特别是肉、蛋、菜等主要

生活必需品供应稳定，货源充足。

北京已建立主要生活必需品政府

储备，加强对政府储备的管理，确

保储备商品储得好、管得好、调得

出、用得上。

赵卫东介绍，近期，北京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本市生活必需品

供应保障工作，市商务局按照统一

部署，积极采取措施，保障本市生

活必需品供应稳定。

一是用好市场机制。引导企

业加大供给，加强产销对接和调

运力度，要求新发地等主要农产

品批发市场，继续发挥供应主渠

道作用，动员和鼓励市场商户，组

织各类果蔬商品进京，保障市场

供应。协调物美、京客隆、超市发

等重点连锁超市积极组织货源，

按日常2倍以上规模加大外埠基

地蔬菜直采量，按日销量的1.5-2

倍保持库存，确保肉蛋菜等生活

必需品货源充足。

二是继续实施政策补贴。继续

执行本市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减

免进场交易费政策，市政府对蔬菜

和5种国产水果的进场费用全部予

以补贴，降低经营商户和运输司机

的进场交易成本，提高运销大户向

本市销售蔬菜的积极性，稳定货源

和价格。

三是做好交通服务保障。对向

本市运输生活必需品的车辆做好

通行服务保障，提供免费核酸检

测，为司乘人员做好必要的生活服

务工作，指导协调各保供骨干企业

加大市内配货，保障末端供应稳

定。各保供企业视情为外埠进京司

乘人员提供饮食饮水、医疗照顾等

帮助，根据司乘人员需求，提供免

费餐饮包、常备药品、隔离休息室

等服务。

四是做好生活必需品储备工

作。本市已建立主要生活必需品政

府储备，加强对政府储备的管理，

确保储备商品储得好、管得好、调

得出、用得上。

五是加强市场供应及价格监

测。加大监测频率和力度，与相关

部门建立会商制度，加强日监测，

日分析。密切关注重点批发市场、

大型连锁超市等重点企业经营销

售情况，及时掌握市场供应和价格

变化。

六是确保封控管控小区供

应。指导相关区做好封控、管控小

区生活物资保障，建立“线上线

下”双重保障机制，满足居民日常

生活需求。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北京已建立主要生活必需品政府储备

·相关新闻·《关于切实做好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的通知》内容概要

加强从业人员服务保障

买粉推流，流量密码在哪儿

去年5月，刘梅迷上了直播。“年轻时不

能放飞的自我，现在能在直播里实现了。”在

镜头里展现自己，不管是唱歌跳舞还是说段

子，只要获得新的关注和点赞，都能让她高

兴半天。

疫情以后，直播新业态快速被人们接受，

银发族也得到了社交娱乐的新工具。2021年8

月26日发布的《中老年人短视频使用情况调

查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4月，抖音60岁以上

创作者累计创作超过6亿条视频，累计获赞超

过400亿次。

只是想娱乐的刘梅，也越来越期待能通

过直播赚些生活费了。刘梅了解到，直播平台

上每天完成时长任务，就能够得到20元的奖

励。要想得到平台推流，提高等级和排名，还

要给别人刷礼物才行。

为了快速升级，刘梅和4、5个同样刚刚接

触直播的阿姨们一起，尝试抱团取暖———几

个人互相看彼此的直播，刷礼物，但这样维持

了大约5个月，他们的直播间里仍然只有十来

个人。

和刘梅一起抱团的主播，刷了五六千元

进去，玩了一年多，还是以失败告终。也有主

播刷了几万块钱进去，才升到60级。看到做得

不错的主播并没有获得回报，刘梅渐渐失去

了信心。

抱团取暖是很多直播新手的选择，回粉

互关是第一步。另一个直播平台主播张瑶也

是这样一步步走来的，但比起其他人的迷茫，

她已经娴熟地掌握了流量密码。她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想要曝光、上热门，很多人会花钱

买粉和流量。每个粉丝2.5元，假如要买2000

个粉丝，就要花上5000元。一个作品买流量，

最低也要8块钱。

打赏带货，变现是唯一目的

在直播平台上，北京商报记者看到，有50

岁的主播已经达到300万左右的粉丝量，一次

直播能有8000多人观看。与年轻人为爱豆打

榜冲销量类似，中老年人的粉丝也在热情地

贡献着真金白银。

在玩儿直播以前，马姐在一家服装厂打

工做样衣。老母亲生病后，她只好辞掉工作，

带着母亲到北京求医。母亲动了手术后，马姐

每天都要照顾母亲的衣食起居，就这样持续

了五年没有找工作。

马姐不服老，直播成了她最好的创业选

择。她的直播间讲情感问题，也讲直播知识。

“说实在的，每个人都是希望赚钱才来做直

播，我也不例外。”她说。有人提醒她，直播间

内容太杂，不利于变现，为此，她也在慢慢调

整内容，更专注于一个领域。

像照顾老人、乡村农事等日常生活类的

中老年人直播也受到了欢迎，在某平台，一位

主播就是照顾95岁老爷子的保姆。她在简介

中介绍，自己从小失去了听力，女儿考上大学

后，为了赚学费，她来到北京做保姆。如今，她

的直播间多是与老爷子一起出镜，唱歌、表

演、聊天，吸引了3万多粉丝。

“一定要把我们的账号打造成专业型

的账号。”张瑶在家里买了块白板，直播间

里，她在白板上写写画画，显得非常专业。

虽然会跳舞，但她从来不在视频和直播里

放进娱乐性的内容，从做书语到做小游戏，

转型几次后，张瑶确定了做口播是最快变

现的办法。

怎么变现？张瑶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直播

间礼物打赏和小店带货是赚钱的两个主要途

径，而这都需要一定的粉丝基础。其中，小店

是不需要投入成本的，也不需要购进实物，打

包囤货、发货、售后服务一概不管，只需要在

自己的主页关联小店、选择货物即可。比如，

她在直播过程中使用小店中售卖的触屏笔，

就会有粉丝询问，在她的小店购买同款。

“我现在已经赚了3万，每个月基本能拿

到3000元左右。”张瑶说。她打开了其他主播

唱歌跳舞类的娱乐直播，对北京商报记者说：

“你看她有2.2万粉丝，但没办法变现，这种粉

丝就是听听歌看看人就完了。”

收徒卖课，“造网红”的学问

在学习直播这段时间，刘梅学会了一个

网络热词：“有人加了好友，就说‘你段子拍得

很好，但是没有流量。怎么有流量？你来买我

的课。’这些都属于割韭菜，我们那叫‘别被人

割韭菜了’。”

在一个大主播的直播间，北京商报记者

看到，主播反复强调着：“粉丝给送一个跑车

就是120块钱，更贵的礼物是1000块钱。我和

平台各分一半，这一场就能赚两个月的工资。

大家一定要来做直播！”

“我进的很多直播间都在说能赚钱。其

中一个穿云箭、小跑车一直在刷，主播一天

就能挣上万。”刘梅回忆起自己刚刚接触直

播的经历。

看了这些成功经验以后，像刘梅一样没

有什么其他收入来源，又有大把时间的中老

年人跃跃欲试，而如何越过数字鸿沟、学会简

单的视频制作、成功引流也是一门学问。由

此，收徒卖课成了一个新的生财渠道。只是，

在这里买课的与卖课的，讲课的与摸索的，割

韭菜的与被割的，往往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

除了打赏和带货，收徒是张瑶最重要的

一笔收入，她“门下”已经有了200来名学员。

粉丝买了她的课件，就算是她的学员了，会加

微信手把手教学指导。她的课件定价从184元

提到299元，再继续提高价位。买了课的学员

还可以看直播录课，张瑶说，“如果没买课件，

只是无意间点进来，那么5分钟后，平台就会

自动把你踢出去”。

买课的学员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一位

71岁的老人在2月19日跟张瑶学习之后，在3

月5日赚了第一笔收入，103.9元，赶紧向她报

喜。也有学员在买了课件后就不常联系老师，

多次被催促学习。还有些学员找了多个老师，

但并没有什么收获。

“他们的诉求就是挣钱，因为我吸引的就

是小粉丝，就是想来挣钱的。”对这些找到自

己的学员，张瑶十分明白要给他们什么，但并

不会承诺一定能成功。

马姐也买过几个老师的课件，很快她就

想“自立门户”了，也收了4、5个学员。她还花

钱买过“数字文化”相关课程，即用数字来分

析不同人的性格、认识自己，她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这类课程初级也要1万多元。学成之后，

她也开始在自己的直播间里讲授。

“直播创业”的中老年人，有的仍在摸索，

有的从观望到试水，在一系列的计算公式中

眩晕，看着仿佛触手可得的流量和数据，却不

知不觉让投入打了水漂儿。他们正在不断重

新认识直播这个“新玩具”。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吕银玲

打开美颜，大眼瘦脸，刘梅穿一身红裙，本就漂亮的她在镜头里显得更年轻了。53岁的刘梅从小嗓门儿清亮，喜

欢唱歌，玩儿了一年直播，她也想当当网红。但看着主页上不到3000的粉丝量，刘梅不好意思地笑了：“刷了几百块进

去，得不到推流，准备放弃了。”

在练习生、选秀、美女主播五花八门的今天，相比之下缺乏颜值和才艺的中老年人艰难地搭上了直播这趟数字

列车。而其中一部分则有着明确的变现目标：要红，要赚。在平台诱人而严密的游戏规则里，中老年们互刷礼物寻找

着流量密码；更有大主播收徒“造网红”，泥沙俱下，同样不乏收割韭菜的“咔嚓”声。

切实保障重点物资和邮政快递通行
全力畅通交通运输通道

优化防疫通行管控措施

全力组织应急物资中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