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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纪委驻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纪检组组长李秋芳做客中
纪委网站接受访谈时透露，今年将专
门制定《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从业人员
廉洁行为规定》，并出台《自律公
约》。前者是硬性的，必须做。据介
绍，纪检组去年已开始了对新闻出
版、广播影视十大关键领域的探底调
研，要了解这里面腐败的常规表现、
惯用手法，特别要了解它的潜规则。
今年将在这个基础上深化。
（1月29日《法制晚报》）

影视行业潜规则流传甚广，真真
假假，让人眼花缭乱，但总折射出来
的是当前影视业发展的诸多怪相，必
须坚决整顿、彻底整顿了。

影视行业潜规则的危害有目共
睹，不但影响公民在影视业的公平拼
搏和竞争，而且让影视业变得肮脏不
堪，让人作呕；更让影视业的发展质
量下滑；让影视业的发展队伍陷入恶
性循环怪圈，最终导致影视界成为一

片污浊地。这当然不利于影视业的
健康发展，当然不利于影视业担当国
家文明建设的责任。

笔者认为，要想彻底铲除这种影
视行业潜规则，重整影视行业明规
则，让阳光的、公开的、健康的规则昂
扬站立起，给公众一个具体的标准。
这样做有三大好处，一是维护正常的
影视工作秩序；二方是方便大家监
督，依法维护各自的权益；三是建立
正气阵地，逼迫邪气空间压缩。

那么，如何建立起影视行业的明
规则呢？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尊重影
视业的发展规律，尊重人民的需求。
我们应该从影视业为大众服务，自身
客观规律，为国家担当文明建设的角
度去制定相关的制度标准。这个制
度标准应该公开阳光，让大家都明
白；应该有相应的严厉惩戒机制，不
能肆意缩水。现实中，之所以潜规则
泛滥，就是因为明规则执行缩水，最
终被架空，结果导致了诸多畸形规则

的发生。明规则无力，潜规则泛滥，
这种现象，影视行业存在，其他行业
也存在。这个严厉的惩戒机制之所
以说严厉，就是要对违反规则的人开
除出行业，保证演艺界队伍的纯洁。

影视事业是打造社会文明的
事业，不是崇拜铜臭，崇拜奢侈，
崇拜丑陋的行业，坚守文明底线是
基本操守，何为文明？笔者认为，
就是文雅，就是明白，在阳光下发
展，阳光下灿烂。演艺业应该是社
会文明的先锋军不能是社会丑陋的
示范群。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从业人员廉
洁行为规定》是硬性规定必须执行；
从业人员《自律公约》是加强自律性，
可以建立行业底线。我们影视业应
该铲除潜规则了，应该让明规则阳
光灿烂地规范我们的影视业发展
了，这是影视业发展客观规律需求，
这是人民对健康影视队伍，健康影
视业的要求。□殷建光

铲除影视行业潜规则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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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8日，中央组织部王尔乘
副部长到环境保护部宣布中央决
定，陈吉宁同志任环境保护部党组书
记，免去周生贤同志环境保护部党组
书记职务。
（1月29日《郑州晚报》）

陈吉宁履新环保部，意味着环保
部迎来了一位真正科班出身的环保
专家。与一些官员履新不同，陈吉宁
履新环保部，似乎引起了更多的关
注。其中的原因，我想不只是因为其
三年从正厅级跳到正部级高位，而因
为他“学而优则仕”的专家身份，还有
公众对环保专家掌舵环保部、解决环
境恶化问题的期待。

陈吉宁值得人们期待。虽然环
境问题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但要解
决环境难题，还得靠专业技术去解
决，也就是靠专家来解决。而由环境
问题专家来领衔环保部，不失为一种
选择。两天前，陈吉宁在清华大学
2015年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
仪式上发表了题为《选择与坚持》的

演讲。现在选择他担纲环保部，也是
社会与他个人的共同选择。希望这
种选择，能够伴随着“坚持”，希望在
他的坚持下，将国内环保事业搞好，
将污染治理好，还大地以青山绿水，
还民众以明月清风。也许环境问题
从来不仅是环保部的问题，但也许用
更为学术、更为专业的办法来解决，
能够寻找到科学合理的突破口也未
可知。

大家都知道，陈吉宁是国内顶级
的环境研究的专家，多年来，他主持
参与了国家环保局“辽河流域十五
环境规划”、“全国面源污染控制政
策框架与行动方案”、国家科技部

“滇池流域面源污染控制技术研
究”和“污水回用技术、政策和规划
研究”等重大研究工作。2008 年，
还曾被环保部聘为“中国环境大
使”。希望他在未来能够成为真正
的环境大使。

十八大提出现代化建设总体布
局“五位一体”，其中一条就是“生态

文明建设”。要让生态文明建设落到
实处，需要非常具体的人来领引和实
践。希望未来环保部在陈吉宁之类
专家的带领下，能够改革创新，从
管理体现到法律法规的建设，都能
杀出一条血路，尤其希望，陈吉宁
能够始终保持专家学者的风骨，能
创造性地为国家的环保事业奉献
自己的专业知识。虽然大家也都
知道，环保问题从来就不仅仅是技
术问题，造成污染的原因，与 GDP
主导的发展模式有关，与地方保护
主义等不良因素有关，解决环境污
染问题，只有环保部门的努力还远远
不够，需要国家层面各个方面的共同
努力。

希望陈吉宁未来致力于环保事
业时，能够像对学生演讲时所说的那
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不怨
天尤人”、“长期坚持，全心投入，不要
轻易放弃”、“要懂得取舍，有所不为，
不要被眼前利益所诱惑”。
□瞿方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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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提取门槛降低
更需使用范围扩容

近日，住建部、财政部和央行
三部委联合下发通知，放宽租房
提取公积金条件。只要连续足
额缴存公积金满3个月，本人及
配偶在缴存城市无自有住房且
租房，就能提取双方公积金，支
付房租，不再要求提供“租房发
票”。（1月29日《楚天都市报》）

关乎公积金究竟该怎么用，
一直以来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
题。基于公积金的本意，自是一
种住房储金，通过集体互助的形
式，给普通劳动者买房提供兜底
服务。但这也正是矛盾的所在，
并非每一个公积金的缴存者都需
要公积金贷款服务，也并非所有
缴存者都能恰好符合公积金贷款
条件，在强制扣除的背景下，个人
对于这笔资金是否应该有更多的
支配权，比如说代缴租金，甚至包
括治病？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好笑，公
积金顾名思义，是住房公积金，本
不该有过多的用途，但现实是，一
方面目前公积金缴存，沉睡资金
颇多，公积金使用率太低；另一方
面，劳动者被动缴存，提取使用路
径受限。以此而言，针对公积金
的改革思考，提取门槛的降低应
该成为破除公积金使用难题的一
个好的开始。

从实践来看，制度壁垒与现
实困难并不大。一则，公积金提
取门槛降低，虽盘活了沉睡资金，
增强了资金流动。但鉴于公积金
缴存的总量偏大，且强制扣除性
质，并不会造成所谓的资金枯竭，
影响正常公积金贷款。二则，提
取门槛的降低并不意味着针对公
积金的监管同时就放松了，只要
在申请公积金提取等环节，做好
相关监督，完全可以遏制可能的
骗取套用公积金的行为。

最大的困难来自哪里，来自
公积金提取门槛降低后，能不能
随之推动使用范围的扩容。就目
前而言，公积金使用仅仅对租房
放开，有些局限。毕竟，从职工群
体总量来看，需要公积金租房的
也仅仅是一小部分。更彻底盘活
公积金的使用，需要激活更多的
公积金使用路径。而这首先需要
相关部门敢于直面这样的现实，
敢于冲破利益障碍藩篱，打破固
有成见，从盘活沉睡资金的角度
出发，真正正视民众对公积金使
用需求，从而推动公积金使用的
相关制度配套改革。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微博郑州@
微话题

网友跟帖

@人民日报：身体就像一台
机器，它由若干器官零件组成，每
个零件都有它的使用期限！尽管
根据个人身体情况不同，“保质
期”也不尽相同，但专家总结出人
体主要器官的平均大致保质期
限：肺 20 年、皮肤 25 年、心脏 40
年、肾50年……

善待自己，为了健康

@金晖之光HR：为健康、为快乐。
@安利乐活城：人体各个器官有

“保质期”，从现在开始，好好保养
你的“零件”还不晚哦~

这两天，山东聊城大学美术学
专业的大一学生王亚男画了一组
《春运回家图》，包含10余幅图，从
排队购票，到准备行李开始回家，
到排队乘车、回家旅途中想象父母
在家中的场景，以及见到父母的场
景，描绘出了春运中回家的整个过
程，以及自己的心理活动。被同学
好友传到了网上，引发了广泛共
鸣。(1月29日《齐鲁晚报》）

在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化的当
下，“春运回家”成为许多人发自心底
朴素而强烈的情感诉求。当春节的
脚步越来越近，浓浓的乡愁，在流动
迁徙和时空变幻中变得更加甘醇。

“春运回家图”之所以打动人心，就在
于浓浓的亲情让人觉得温暖，更点燃
了人们回归家庭的渴望。

不论是在外求学的学子，还是进
城务工的农民工，抑或在异地工作的
白领，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让

许多人成为漂泊在外的“游子”。在
坚硬现实的挤压下，“常回家看看”通
常成为一种看上去很美好的愿景；只
有到了春节，回家才会成为集体行动
的逻辑。

在供求关系失衡的格局下，春运
“买票难”、“出行难”成为一种无奈而
艰辛的现实。只不过，当回家的欲望
和亲情互动、精神慰藉的憧憬组合在
一起，春运的痛苦便被冲淡了许多。
换言之，累并快乐着的“春运回家
图”，是人们为了享受合家团圆付出
的成本和代价。

“再远大的前程，都从家起步；再
忘我的奋斗，家都是归宿”，当物质生
活渐次丰盈之后，对精神家园和情感
厚度的追寻与渴望，成为人们内心深
处挥之不去的文化基因。透过“春运
回家图”这扇窗户，我们可以更多地
看到人和人、人和家庭、经济与文化
的关系。

前一段时间，“没脸回家”成为热
门话题。究其原因，回家原本是一个
情感互动的平台，却异化为一个社会
表现和社会竞争的竞赛场。在一个
阶层固化、社会向上流动越来越困难
的时代里，“以财富论英雄”的片面
的社会评价标准，让一些年轻人成为

“夹心层”——农村大学毕业生一方
面承受着难以“向上爬”的困境，另一
方面也承受着“寒门骄子”情结带来的
沉重心理压力和负担；回家对他们来
说，也可能是一段痛苦的“心灵之旅”。

在消费社会，许多人情感表达的
手段越来越商品化和工具化。殊不
知，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是最好的礼
物。走出情感表达单一化和社会评
价庸俗化的误区，让回家只关乎情感
本位和精神家园守望，是“春运回家
图”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只有将亲
情互动置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回家
之旅才会更加温暖。□杨朝清

“春运回家图”承载家园守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