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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搭讪中外游客、 未经
许可擅自尾随游客跟拍、 大声
喧哗扰民……日前， 三亚发布
旅游旺季综合整治工作方案，
加强对大东海景区直播现场的
监督管理， 严厉打击各类不文
明直播行为。

记者近日在三亚大东海景
区走访发现，昔日网红主播扎堆
的情况有所好转，打扰游客等不
文明直播行为明显减少。受访的
游客和专家表示，未来还需进一
步加大惩治力度， 持续发力，引
导直播行业健康规范发展。

低俗直播被劝诫离场
三亚市旅游市场和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
位工作人员介绍， 自2019年四
五月份以来， 各类网红主播涌
入大东海景区， 并在10月至11

月达到最高峰。 大东海旅游区
沙滩全长约2.6公里， 一晚曾有
近200名网红在这片沙滩上同
时进行直播， 几乎十步就能见
到一主播。

三亚大东海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总监宋秀军无奈地说：“网
红在直播时往往携带音响等扩
音设备。 由于做直播的人太多，
为了掩盖他人的声音， 许多网
红高声嘶喊， 将设备开到高音
量扰民。 ”

宋秀军告诉记者， 为吸引
眼球，许多网红身着奇装异服，
以古怪低级的方式突出自我；
一些主播男扮女装， 现场“走
秀”； 一些女主播则衣着暴露，
打色情擦边球； 一些网红为追
求点击量，哗众取宠，公然在沙
滩上做出下跪、 打滚等不雅之
举，令过往的游客十分不适。

一位来自陕西的游客告诉
记者，此前在大东海散步时，遭
遇一网红主播尾随偷拍。“我发
现后，对方不仅嬉皮笑脸，还强
行搭讪， 并让我向粉丝打招
呼。 ”这位游客随即拨打了景区
投诉热线。

据三亚市12345政府服务
热线中心统计，自2019年6月至
今，12345政府服务热线受理涉
及大东海直播投诉共214件。投
诉主要集中在直播中存在噪音
扰民、骚扰游客、内容低俗和影
响市容市貌等。

记者了解到， 三亚出台整
治方案后， 大东海旅游区采取
了多项措施， 成立巡查队伍劝
阻不文明直播人员， 元旦假期
直播人员打扰游客现象已明显
减少。

6日晚，记者来到三亚大东
海走访发现， 昔日网络主播结
群扎堆的现象有所好转。 一位
19岁的专职网红主播告诉记
者，三亚开始整治后，不少同行
也意识到此前的一些行为“出
格”，“‘扰民式’ 直播遭遇工作
人员劝诫后， 已有不少同行选
择了离开。 ”

网红一周变现近30万元
记者检索多家直播平台发

现，目前带有“三亚沙滩”等字样
的直播数量有所减少，但在各类
直播平台中，海南三亚依然是备
受欢迎的直播背景之一。网络直
播缘何热衷于三亚景区？

一名直播行业从业者介
绍，三亚大东海、三亚湾等免费
开放， 而且吸引了大量国外游
客。 最初来这里进行直播的网
红， 主要靠拍摄俄罗斯等国外
游客“吸粉”。 后来有人发现用

“阳光、沙滩、美女”做背景，粉
丝量会迅速上窜， 引发其他主
播纷纷效仿，最终形成了“十步
一网红”的景象。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利益驱
使。 记者了解到，粉丝的关注度
是直播平台获取资金的关键，
网络主播的收入取决于打赏和
虚拟礼物。 一位在大东海直播
的冯先生告诉记者，粉丝“打赏
礼物” 必须与直播平台按一定
比例分成。 此外，主播可通过平
台帮助商家发广告赚钱， 或者
售卖商品。“不少主播都是平面
模特出身的， 一些品牌方会聘
请她们拍杂志图、广告图、淘宝
商品图等， 这也是一笔不菲的
收入。 ”冯先生说。
据三亚市旅游市场和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
位工作人员介绍，2019年国庆
假期， 一名网红来三亚短短一
周，就盈利近30万元。 该网红不
仅拥有自己的房车， 还携带着
十几人的团队。

�“网络直播的成本较低，没
有严格的准入门槛。 ”中国传媒
大学文化产业学院教授张春河
表示， 直播行业的乱象涉及心
理、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因素，
但说到底，还是为了牟利。 在巨
大的经济利益推动下，为了“吸
粉”变现，网红哗众取宠，甚至
大搞低级趣味。

直播当守规矩底线不容踩踏
三亚向网络直播骚扰说

“不”，引发社会广泛共鸣。 不少
网友呼吁还需进一步规范引导
直播行业，倡导主播文明直播，
尊重自己和他人。

“目前主要问题是取证难，
对扰民的界定不好把握。 ”受访

的一位基层干部表示， 此前有
一名主播未经同意， 占用大东
海某海鲜店的餐桌进行直播。
店主出面干预， 遭到该主播威
胁， 扬言要在直播平台上称该
店为黑店。 执法部门与其交涉
时，由于没有现场视频，难以判
定结果。

一位执法部门工作人员表
示， 现阶段出台的多是通知、办
法、规定等，位阶不高，能实施的
处罚力度也相对较小，对违法违
规人员的威慑力不足。他建议将
网络直播的法律位阶适当提高，
地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相关
法规条例， 在执行上有法有据，
以便对后续打击惩处网络直播
乱象提供法律保障，同时处罚的
领域和力度也更加宽泛，威慑力
更强，效果也更明显。

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
体学院教授杨琳表示， 网络直
播满足了草根自我表达的意
愿，传递健康内容，网络直播行
业大有可为。 但直播行为不该
突破道德底线， 更不该违反法
律规定。

“关键在于规范引导。 ”宋
秀军表示，治理户外、景区的骚
扰式直播， 仅凭巡查人员的规
劝， 远远不足以震慑打游击的
不文明直播。 直播平台要严格
直播人员准入机制， 提高准入
门槛。 比如，直播人员上岗前要
进行培训，提升个人素质；各直
播平台也要建立联合监管机
制，追查违规主播的真实身份，
防止该账号在一个平台上关闭
之后又活跃在另一个平台上。
杨琳表示，加强线上线下对公

民隐私权的保护， 严禁违背他
人意愿的直播行为， 应当成为
人们心中的共识。 /新华社

不少劳动者有跨年休假
需求 落实规定仍存困难

“上个月中旬休假的机票
都买好了， 结果硬是因为年底
工作太多没走成。 ”在广东一家
民营金融企业就职的肖女士对
记者说，“我准备春节前后把假
补上”。

记者在北京、广东、黑龙江
等地随机采访了数十名各类岗
位劳动者， 能像肖女士这样顺
利实现跨年休假的并不多。

现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规定： 年休假一般不跨年度安
排。 单位因生产、工作特点确有
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年休假
的，可以跨 1个年度安排。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俊海等多名专家告诉记者，

“年休假一般不跨年”这一制度
设计是为了充分尊重和保护广
大劳动者的休假权。 华东政法
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田思路
说， 年内休假的原则是为防止

“带薪休假制度实施过程中，用
人单位故意拖延、 阻碍劳动者
休假”，另一方面规定也明确允
许了跨年休假的“例外”情况。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落实相关规定仍存困难。

有不少劳动者渴望能跨年
休假。广东某科技公司职员罗女
士、在北京某大型高档购物中心
上班的赵女士都表示，元旦后春
节前这段时间，自己或由于业绩
压力不敢休假，或由于担心年底
人手紧张工作“撂荒”不便休假。
而春节是假期“刚需”，跨年休假
能有效延长春节假期，能让劳动
者在放假前全力冲刺业绩，放假
时从容陪伴家人，复工后又能避
免返程高峰。

还有些劳动者认为， 允许
跨年休假的“例外”规定落实不
易。 黑龙江省律师协会会长李
亚兰对此解释道， 根据相关规
定实际上把跨年安排休假的决
定权赋予了用人单位。 如果用
人单位“作梗”，劳动者很难自
主安排休假时间。 中国社会科
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
数据显示，我国“有带薪年假，
可以休且可自主安排” 的劳动
者仅占三成多。

快递、电商等新业态劳动
者“跨年休假”更难

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多
项现实原因造成了劳动者实际
感受与制度初衷之间的差距。

———有部分企业“套路”劳

动者。“2019 年 5 天的年假单
位只给了 1 天， 又不能跨年补
休。 ”广州一家自动化企业员工
刘某无奈地说，“根本不敢跟公
司‘杠’，除非是不想干了。 ”北
京一家知名大型企业职员孙女
士告诉记者， 公司年假每年元
旦“清零”。 如果有员工提出跨
年休假或者未休假“兑现”申
请，“HR 总有办法让我们自负
未休假的责任。 ”

当前，多数情况下，相对劳
动者， 用人单位掌握着更强的
话语权。 广州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欧卫安说， 针对劳动者关于
跨年休假或是未休年假“兑现”
等合理诉求， 部分企业往往不
是依法律要求考量“是否必
要”，而是一概以“效益不好准
备裁员”“未能休假后果自负”
等方法“套路”劳动者。

———有些岗位类型跨年休
假难。“每年春节前大家会给亲
戚朋友邮寄东西， 所以会更
忙。 ”在哈尔滨市工作的快递小
哥小张告诉记者， 每年“双十
一”、“双十二”、元旦、春节基本
上连在一起， 很难抽出一段时
间集中休息。 他说，快递员工作
强度很大， 在快递件相对较少
的片区，快递员可能能休假，但

是在件多的片区就很难保障。
近年来，快递物流、网络送

餐、 电子商务等新业态领域发
生的劳动用工问题明显增长。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
据，仅快递业 2018 年各地查处
的涉及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类
案件就达 0.66 万件。 相关部委
表示将以快递企业为重点，适
时开展落实休息休假情况专项
执法检查。

记者还了解到， 当前像网
约送餐员等岗位劳动者大量属
于劳务派遣人员， 与相关企业
之间的法律关系模糊， 难以明
确和保障休假权利。 类似情况
也发生在电商类企业， 有电子
商务企业负责人对记者直言，
不鼓励员工多休假就是公司的
态度。 记者获悉，该公司的技术
人员想要休假非常困难， 原因
是企业负责人认为他们的工作
“早八晚五”相对固定。

劳动者期待落实并增加
休假自主权

多名专家告诉记者，带薪休
假总天数偏少、劳动者休假安排
自由度偏低是近年来“跨年休
假”等问题屡屡引发社会热议的
根本原因。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

社会，解决相关问题的现实急迫
性越来越凸显出来。

“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自己
不能倒。 ”近年来，随着陪伴家
庭、看护老人等需求不断增加，
对入职十年内的青年劳动者而
言，5—10天的年假总量及不够
灵活的休假时段让他们感觉捉
襟见肘。 不少受访者向记者表
示， 一方面希望能够细化年假
递增的时间段， 让年假增长更
可感； 另一方面则希望相关法
律法规作出调整， 为劳动者更
自主地安排休假时间提供明确
依据。

记者发现， 当前一些企业
将同意员工在正月十五前报休
上年未休年假作为“隐性福
利”，受到员工欢迎。 在北京、广
东等地， 部分互联网企业已将
年假申报期限调整到 24 个月，
增加员工休假自主权。

“应该根据我国文化传统，
在逐步合理增加带薪休假天数
的基础上， 赋予劳动者更多的
休假自主权。 ”专家表示，注重
落实休假自主权是对劳动者合
法权利的尊重。 对劳动者而言，
更高质量、更加自主的休假，更
能增加获得感和幸福感。

/新华社

2020 年了，我去年没休完的年假怎么办？
跨年休假难怎么破？

三亚向网络直播骚扰说“不”

2020 年元旦刚过，“2019 年未休年假能在春节前后休吗？ ”“未休年假能否要经济补偿”等话题再度引起热议。
“跨年休假”有必要吗？ 哪些劳动者跨年休假更不容易？ 怎样让休假安排为劳动者带来更多获得感？ 新华社记者就此赴多地采访了相关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