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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说

女子裸体面对红军战士，相
互敬礼；抗日英雄徒手撕鬼子，
手榴弹打飞机；横店影视城17天

“打死”鬼子 10846 人，尸体摊开
可绕地球两圈……基于历史的
抗日剧，竟然被演绎得不但血腥
而且魔幻。抗日剧可以这么拍
吗？央视《新闻1+1》发出这样的
疑问，而这，也是观众的疑问。

何为历史？正如历史学家
麦克内所说：“历史是人群的集
体记忆，而集体记忆是集体的自
我认知所必须的。”历史又有何
用？“为了对人性、对人类的前途
保持信心。”这是美国南北战争
时期罗伯特·李将军的论断。而
从充斥中国电视银屏的“抗日神

剧”来看，这种由苦痛代价积淀
的厚重历史，正在这个娱乐至死
的年代，变得夸张肤浅。

也许，历史以故事的方式还
原，才能让真实的灵魂拥有更加
丰满的躯体。但讲故事不是编
神 话 ，甚 至 编 瞎 话 。“ 抗 日 神
剧 ”里 将 勇 士 塑 造 成 杀 人 魔
王，这不仅仅在篡改历史，甚
至在改造社会的价值观。抗日
不是杀人游戏，而是一场庄重
而沉痛的民族保卫战、家园保
卫战。赤手空拳对坚船利炮并
不值得骄傲，恰恰是落后挨打的
血淋淋教训。

面对历史，需要有静水流深
的态度。撕裂庄重和神圣，演绎

魔幻和血腥，“抗日神剧”恰似
是对历史的一场暴力拆迁。血
肉模糊的场景里，散落着空幻
历史的残肢断体。魔幻的场面
不是唤醒民众的荷尔蒙，却可
能成为最可怕的致幻剂。这会
让痛感遗失、苦难失忆。没有
可以信任和正视的历史，又如
何面对未来？

当历史为收视率让路，那么
历 史 也 就 难 免 陷 入 苟 活 的 困
境。对历史缺乏应有的敬畏之
心，这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也就
难免走向离散和沦陷。一个社
会，在娱乐至死的“抗日神剧”
中看不清历史的真实面貌，又
如何看得清未来的路径？“抗
日神剧”撕碎的，是历史的神
圣感，更是现实的真实感，以及
未来的清晰感。如此癫狂，当早
日冷却。

被“抗日
神剧”撕碎的
历史神圣感

□时言平（重庆）

公共财政容不得暧昧空间，
地方政府的作为必须具备更多
公众认可度，所以“再苦也不
能苦干部”现象必须被遏制。

“再苦也不能苦干部”何以会
发生？在竹立家先生看来，多
出现在欠发达地区的此种怪
现状，既关乎监督力度，也与
人大职能严重缺位有关。以
上理由当然中肯，但仍想提醒
一句：从本质上说，诸如“再苦
也不能苦干部”是一种“亚腐
败”，必须想方设法对症下药。

正如一些观察者早就指出
的，“亚腐败”是这样的特定现
象：“在权力的廉洁状态和腐败
状态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尚未达
到触犯刑律的地步，但权力本身
却又并不那么干净的空间。”据
此分析，一些地方存在的“再穷

不能穷干部”现象，正是以此种
“亚腐败”形式出现的。它们并
不直接为官员个体牟利，也不同
于那些明目张胆的贪腐现象；而
因为法律范畴内的惩治空白，

“亚腐败”在一些地方表现形式
多种多样，直至成为一种生活方
式。违规配车是如此，细化到卫
生巾的公务员福利是如此，政府
豪华办公楼亦如是。

从以上角度看，要遏制“再
苦也不能苦干部”现象，最迫切
的任务，还在于以具体的举措来
消除地方“亚腐败”产生的空白
地带。譬如对于官员超标配置
公车，必须在当下的公车治理举
措中，再加入严厉的违规严惩规
定；譬如对政府豪华办公楼修
建，必须从审批程序上设立更多
的“防火墙”。当种种具体指向

“亚腐败”的举措都细致完善且
足够刚性，“再苦也不能苦干
部”就不会那么容易出现，至
少，它们会面临一个不容易实现
的过程。

可以预料的是，随着诸如
“八项规定”的逐步推进，以及伴
随网络时代而来的公共监督力
度的加大，一些基层“明腐败”会
更多转变为“再苦也不能苦干
部”的地方“亚腐败”。这会是
一种趋势，更是另一种刻不容
缓的制度性倒逼：对于地方治
理，无论是公车管理，还是阳光
财政，抑或是“三公”经费公开，
都必须打上更多的制度补丁，进
行刚性的推进。因为，无强力的
制度性约束，那么“再苦也不能
苦干部”就永远会充满戏谑与反
讽的味道。

今日关注

“再苦也
不能苦干部”
让亚腐败显形

□王聃（湖南）

4月7日，有媒体报道黑龙江省
巴彦县人民法院院长刘玉海，购置并
驾驶一辆价值 75万元的豪车。对
此，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
任竹立家表示，自己曾实地前往多个
贫困地区调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
‘再穷不能穷干部’的现象。特别是
在一些相对偏远、欠发达地区。”

（4月11日《中国青年报》）

“垃圾成绩论”其实就是间
接辱骂学生，这名老师的师德可
见一斑，其性格中的缺陷也显而
易见。可该老师如此极端的言
行，仅仅是师德和性格方面的原

因吗？我看未必。
有学生怀疑，因为学校现在

实行绩效工资，教师的工资与学
生成绩的“四率一分”（及格率、
优秀率、高分率、低分率、平均

分）直接挂钩，导致学校老师压
力大，为了工资更加重视学生成
绩，造成老师的不负责任行为。
对此，校方尽管矢口否认，只承
认是性格使然，但人们立刻心下
了然：若非如此，老师的性格焉
能“冲动”到几近破口大骂的程
度？

将老师的工资与学生成绩
挂钩的做法，虽然在调动教师积
极性方面颇为“有效”，但其负效
应同样不可小觑。具体说来有
三个“恶化”：其一，恶化了教育
模式，使得教师和学生更重视考
试成绩，素质教育将更无从谈
起。其二，恶化了师生关系，使
得教师从金钱关系上来看待考
试、教学甚至是师生关系。其
三，恶化了教育生态，通过金钱
杠杆来推动教育，只能让这样的
教育走向歧途。

热点话题

“垃圾成
绩论”并非仅
是性格使然

□辛木（山东）

9日晚上，广东佛山顺德容桂
四基小学学生家长在微博上曝光了
一条老师的群发信息。学校教师指
名道姓指责80分都不到的学生成
绩是垃圾成绩。信息曝光后，引起
学生和家长的愤怒。教育局回应
称，取消涉事老师评先评优资格。

（4月11日《新快报》）

什么是“不合理税费”？具体
到当下，很多人自然会想到“新
国五条”。正如 4 月 11 日《21 世
纪经济报道》报道中相关人士
所说，被北京公积金新政等政
策误伤的人群中，更多的是偏
刚性的改善性需求。对此，链
家地产副总裁林倩接受采访时
认为，在卖方强势的市场背景
下，“在流通税方面做文章，短
期内人们看到的只是增加了买
方的实际负担”。更有业内人
士认为，如果政策坚持在只堵不
疏的思路上越走越远，就只能在
抑制需求上不断极端化。

而眼下正在酝酿全国推广征
收的房产税，会是“替代”的更好

选择吗？因为上海和重庆的试点
并未起到预期的效果，目前而言，
这仍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比如
很多人便认为“条件不具备”。而
不应忘记的是，按照日前国务院
相关要求，“2014 年将出台并实
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而一旦
这项“基础设施”成为坚实兜底，
久推不动的住房信息联网必将早
日破冰；对当前一些即时性的调
控政策进行纠偏，促使房产税尽
早落地并发挥作用，也就成为顺
理成章的事。

当然，具体到房产税的征收，
公众最大的担忧，还是怕自己会

“躺着中枪”。对此问题，中国人
民大学财政金融系教授安体富的

看法，相对中肯。比如他认为，
“应该对首套房不征税，因为是居
民的基本生活资料；对二套房、三
套房可考虑按本地区上年公布的
人均住房面积的标准征收”。如
此这般，当成为相关方面酝酿制
定房产税征收相关政策时，审慎
考虑的问题。

当然也正如安体富所言，调
控房价涉及面广，难度较大，税收
不能独自承担重任，也不能由它

“带头”；而是需要综合运用信贷、
土地、保障房供应等多个杠杆，在
供应和需求两个方面同时发挥作
用，才能达到调控房价的效果。
而这，是需要另外单独讨论的问
题了。

公民声音

减不合理
税费控房价当
有更好作为

□赵若昀（郑州）

为控制房价，个别城市干脆公开
限制楼盘价格，声称新盘报价明显偏
高将不发预售证。政府部门越俎代
庖，于理不合，于法无据。要控制房
价，还是要从供求关系入手，增加土
地供应，减少不合理税费，否则只会
南辕北辙。 （4月11日新华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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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用法律
让民众看清刘志军的罪与罚

10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贿、
滥用职权一案，已由北京市人民检察
院第二分院依法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已依法受理该案，将择日开庭
审理。从中纪委当初的通报来看，刘
志军案集中了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
腐败案的典型特征。从反腐的视角考
量，这也是一个极其典型的案例。借
助刘志军案件的公审，从这个案件中
吸取教训，能对今后的反腐提供镜鉴，
希望从严治党、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能
够借此得以推进，让中国的反腐败上
一个台阶。希望，有关司法机关通过
依法公开审理刘志军案，用法律和公
正，让民众看清刘志军的罪与罚，也让
上述问题的答案水落石出。

京华时报
“双规”亦需关进制度的笼子

9日凌晨，被“双规”的温州市工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
师於其一死亡，照片显示死者全身有
多处红色淤块，家属质疑死者曾遭刑
讯殴打，温州市委已成立专案组调
查。虽然中央纪委、监察部相继出台
规范性文件，对“双规”做了进一步规
范和完善，但从法律规制的角度看，

“双规”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执法行为，
能够采取哪些调查手段，其适用的条
件、程序、期间如何，需要承担哪些法
律责任，被调查者拥有哪些权利救济
等，都缺乏具体的立法规定。从诞生
之日起，“双规”之所以被视为直刺腐
败的利剑，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摆脱
了正式侦查手段的诸多限制。在反腐
特定时期，这种超常规性措施具有很
强的实用功效，对于处理党内中高级
干部贪腐案发挥过巨大作用。但是，
随着国家反腐战略的调整，法治的反
腐正途必然要求“双规”自身也须纳入
法治轨道，而不能成为法治的“盲区”。

中国青年报
“福利房查不到”
或让楼调打折扣

在 8 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经
济转型与楼市调控”分论坛上，为抑制
房价，潘石屹建议开放查询权限，个人
凭身份证就可查询其他人住房套数。
但这一建议遭到任志强反对，认为一
些部门福利分房信息并不进入房管局
系统，查询有困难。控制楼价，让其回
归合理，不缺方法和路径，缺的是有些
地方和部门打压楼价的态度和决心。
试问，在楼市调控声声紧的时代背景
下，一些部门的福利分房信息不进入
房管局系统，查询不到，是历史遗留问
题，还是既得利益者刻意为之？

扬子晚报
“国旗下的表白”
不值得大惊小怪

8日早上，西安一所学校正在举行
升旗仪式，高二男生小丁在台上做演
讲时，突然向一名女生表白。全场肃
静一分钟后，掌声轰鸣。小丁说，他得
知自己要演讲后，就有了表白的计
划。校方表示，会适度处理，但不会很
严重，现在小丁已经回家反省。初恋
是美好的，谁没有年少轻狂之时，谁又
没有黯然神伤之际？那些年，我们曾
经心动过的男孩女孩，都是无法复制
的青春回忆。因此，“国旗下的表白”
也好，“拒绝求爱体”也罢，都是懵懂初
恋的真情流露，纯洁而美好，实在不值
得大惊小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