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全国多地相

继出台入学改革新政

策，引发当地房地产市

场波动。一时间，舆论

对学区房会“凉”还是会

继续升温莫衷一是。有

专家认为，新政策的逐

步落地，是义务教育均

衡化的新起点，“高烧”

多年的学区房有望

降温。

新华社 刘道伟 作

学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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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方斌

近日，吉林省舒兰市出现聚集性疫情，

成为全国唯一高风险地区，打破了该省73

天无本土新增病例的持续向好局面。与此

同时，境外输入来源国增加到50个，一些

省份相继出现本土案例，武汉再次出现社

区传播，这些情况都在警示人们，国内疫情

防控越是态势向好，越要如履薄冰、慎终如

始，必须时刻绷紧防控弦，决不能前功

尽弃。

随着科研日夜攻关，人们对新冠病毒

的认识愈发深入，但毕竟还存在局限。与

病毒的较量，整体而言还处于“阻击战”阶

段。我们既要面对已知的有症状、无症状

的感染者，还要未雨绸缪地应对疫情的不

确定性，正如舒兰市聚集性疫情源头尚不

确定、武汉社区出现2个多月才发病的确

诊病例。目前，国家卫健委赴东北三省疫

情防控情况指导组和国家疾控中心流调专

家已抵达舒兰，武汉全市开展全员核酸筛

查。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舒兰感染源

头终会被找到，武汉将确保检测一个不漏，

但留下的风险警示，需要刻印在每个人的

意识之中。

一些地方拉响警报，其他地方有必要

再敲警钟。当下，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

大战略成果，但不意味着防控工作可以歇

口气了。各地需要细查境外输入，有无严

格做到“从国门到家门”的闭环管理；严防

本地反弹，督查有无百分百落实体温检测、

健康码核验、“一米线”、分区作业等常态化

防控措施。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警惕

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

继续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常态

化，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

只有把疫情常态化防控做得越好，经

济社会运转才能更加有序。决不能追求经

济发展迅速“回血”，商业人气快速“回潮”，

就在防控上逐步“放水”，这样只会功亏一

篑。在我国生产生活全面恢复的关键时

期，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各级

党委和政府需要督促企业与商家，将疫情

防控常态化举措深嵌复工复产、复商复市

之中，气可鼓不可泄，劲可提不可松。对风

险点进行排查，及时研究解决；对存在的漏

洞，及时打补丁，我们才能对中国经济早日

走出疫情影响充满信心。

再向好的防控成果，也需要公众倍加

呵护；再周密的防控措施，也需要民众积极

配合。我们看到，在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

复的当下，有的夜宵大排档，人声鼎沸，在

顾客的大意与商家的故意中，必要防护与

空间区隔荡然无存；有的人认为本地疫情

转入低风险，防控措施干涉了自己的生活，

就产生抵触心理。殊不知，侥幸的松懈恰

是病毒的机会，一次聚集性感染就会让整

个地区重回封闭式管理。每个人都是“链

式防控”的一环，因而做到自己不被感染，

也不给他人带来传染机会，才能让自己的

工作生活不受影响，让全社会运行在正常

轨道。

李志勇

最近，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在“打

伞破网”方面持续发力。西安市公安

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阎鸿，上海市

杨浦区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任

湧飞等，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辽宁对已查结

的涉黑涉恶“保护伞”案件全部进行

回头看，“地市纪委书记签字背书，确

保‘打深打透’”。

今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收官

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

纪委四次全会上强调，要深入整治民

生领域的“微腐败”、放纵包庇黑恶势

力的“保护伞”、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的

“绊脚石”，促进基层党组织全面过

硬。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工作报告对

精准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

案件作出部署，释放出力度不减、尺

度不松、除恶务尽的鲜明信号。当

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进入决战决

胜的关键阶段，越是这个时候，越要

咬定目标不放松，紧紧围绕党中央扫

黑除恶总体要求，按照中央纪委四次

全会部署，着眼在“精准”二字上下功

夫，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

伞”，推动“打伞破网”工作不断取得

新的更大成效。

自2018年1月为期三年的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打伞破网”重

拳出击，攻克了包括孙小果案、“操场

埋尸”案在内的一批“钉子案”“骨头

案”，取得重大战果。2019年，全国共

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

问题3.8万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2

万人，涉嫌犯罪移送检察机关4900余

人，极大地震慑了黑恶势力犯罪，增

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动真格，才能去沉疴；见真章，

才能治痼疾。从源头上拔掉“保护

伞”，黑恶势力才不会死灰复燃。对

于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

必须紧盯不放，继续保持高压态势，

追捕一批“漏网之鱼”，深挖一批蛰

伏之徒，突破一批难啃之案。坚持

实事求是，将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

伞”问题与一般性违纪违法、工作方

法简单生硬、作风不实不深不细、普

通工作失误等问题严格区分开来，

依规依纪依法精准作出处置。同

时，要深入剖析案件特点和原因，查

找暴露出的制度建设、权力运行和

监督管理相关问题、薄弱环节，通过

制发纪律检查建议书、监察建议书

等方式，督促有关部门堵塞制度漏

洞 ，进 一 步 铲 除 黑 恶 势 力 滋 生 的

土壤。

把保护伞打深打透

动真格，才能去沉疴；见真章，才能治痼疾。

“舒兰”的警报，各地的警钟，你我的警示
再向好的防控成果，也需要公众倍加呵护；再周密的防控措施，也需要民

众积极配合。

毛建国

直播带货火了，这也催化了部分高校相关人才

的培养。据了解，有的高职院校专门组建了电商直

播学院，如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有的选择成立

电商直播相关导师工作室，如浙江义乌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还有一些学校尝试在某些专业增加电商直

播课程。

针对有关高校培养带货人才的做法，有人提出

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能不能批量复制“李佳

琦”？正如一流作家未必出自大学中文系一样，前

两年受到热议的“网红学院”似乎也没出几个“火

了”的网红，指望通过高校培养一批“李佳琦”，注定

不可能。但是，并不能就此否定大学在这方面的努

力，高校培养带货人才但试无妨。

谁也不能否认，直播带货已经进入了风口期。

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的

总规模达到4338亿元。预计今年中国在线直播的

用户规模将达 5.24 亿人，市场规模将突破 9000 亿

元。真正为公众关注的，还是以李佳琦为代表的一

个个主播的出现，以及罗永浩等名人的加入。在疫

情背景下，很多实体经济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直播电商对实体经济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可以

说，这个行业的未来，十分值得期待。

几乎所有新兴行业的发展，都经历着一个从自发

到自觉的阶段。而自觉的形成，尤其是行业人才的培

养，往往是由高校承担的。这个行业的未来，要想取

得更大的发展，显然不能依靠“野路子”。要走向专业

化、职业化，实现规范化、规模化，离不开高校赋能。

提到带货，现在大家注意力都放在主播身上。

一次直播带货的完成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一个

系统在发挥作用；一个带货主播的脱颖而出，背后

往往有一个团队在发挥作用。电商直播行业缺人

才，不仅是缺带货主播和达人，而且缺少大量专业

人才，包括策划文案、主播运营、直播运营人才等。

直播带货行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或许职

业化教育，不能培养出顶级主播，但这个行业需要

大量基础性人才，却是可以培养的。

高校培养“未来李佳琦”，
但试无妨

要走向专业化、职业化，实现规范化、规

模化，离不开高校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