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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 2 日发出通
知，要求广播电视行业坚决抵制违法失德人
员，坚决反对唯流量论，切实加强从业人员管
理，把好文艺节目导向关、内容关、人员关、片
酬关、宣传关。
　　把好文艺节目的“五关”，就是要对失德
艺人说“不”，对德不配位的流量明星说“不”，
对低俗庸俗媚俗现象说“不”，对无底线审丑
的泛娱乐化倾向说“不”，对天价片酬、“阴阳
合同”说“不”……这是广播电视行业社会责
任之所在，是文艺节目获得持久生命力的关
键，也是维护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清朗空间
的必然要求。
　　主管部门的态度是坚决的，界限是清晰
的，底线是明确的，措施是有力的。广播电视
机构和网络视听平台要倾听群众呼声，回应
社会关切，严格落实举措，把社会效益、社会
价值放在首位，旗帜鲜明树立爱党爱国、崇德
尚艺的行业风气，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在
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中找寻创作源泉，创作生
产出更多有价值、有品位的优秀作品，让主旋
律和正能量充盈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空间。
 (记者王鹏、白瀛)新华社北京 9 月 2 日电

丢 掉 幻 想
勇 于 斗 争
Cast away illusions

and dare to struggle
　　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寸步
不让、寸土不让，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品质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 摘自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
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Cast away illusions and dare to struggle
while making no concession on matters of
principle ， and safeguard China ’s national
sovereignty ， security ， 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 with unprecedented determination.

　　——— Excerpt  from Xi  J inping ’s
speech at the opening of a training ses-
sion for young and middle-aged officials
at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

　　针对流量至上、“饭圈”乱象、违法失德等文
娱领域出现的问题，中宣部近日印发《关于开展
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9 月 2 日，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也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文艺
节目及其人员管理。其中，通知要求坚决抵制泛
娱乐化，弘扬优秀文化，树立节目正确审美导向。
  显然，这些规定是对一段时间以来兴盛
的畸形审美“亮剑”，更是要给演艺圈补补“精
神之钙”。
　　此前，一些从业人员政治素养不高、法律
意识淡薄、道德观念滑坡，违法失德言行时有
发生，畸形审美歪风在娱乐圈比较盛行。一些
选秀综艺节目盲目追逐流量，无论男女都追求

“冷白皮”“锥子脸”“A4 腰”，打造千篇一律的
“浓妆纸片人”；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不少网
红为求流量装疯扮傻，“人类高质量男性”“马
保国”之流大行其道，哗众取宠。这股风气在资
本的助推下快速扩张，一度占领大众视野，对
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严重污染社
会风气，在一定程度上也扭曲文艺界的审美取
向，阻碍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
　　畸形审美的背后，是一些从业人员“精神
缺钙”，在流量面前迷失自我。在当前的演艺
圈里，一些从业者沉迷于“走捷径”，缺少信念
感、责任感。他们不在演技唱功上下功夫，反
而热衷于塑造形象、制造热点，以至于“代表
作不常见而热搜常见”，“塌房”事件屡见不
鲜；一些“网红”三观不正，唯利是图，在镜头

前几近癫狂，不惜屡屡突破下限，以低级趣
味赚取流量。此风若听之任之，势必在社会
上助长“逐流量”“博眼球”“走捷径”的不正
之风，其后果不可想象。
　　纵观古今中外，优秀的文艺大师都有
着扎实的专业功底、优秀的职业素养和良
好的审美趣味。他们创作的文艺作品往往
从历史与时代中汲取能量，能够在与观众

“交流”的过程中启迪智慧、传递力量，引导
观众追求真善美。此次中宣部、广电总局发
出通知治理乱象，正是为当前演艺圈乱象

敲响警钟，让演艺人员重拾本心，让演艺圈重
新回归到良性发展的道路上。
　　无论是公司、平台还是演艺人员，都应
该摒弃对流量急功近利的追求，沉心静气
地从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认真打磨专业
功底与艺术修养，好好补一补“精神上的
钙”。唯有如此，才能迎来事业长青，创造出
更多传得开、唱得响的优秀文艺作品，为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源源不断的精神
力量。
         (本报评论员田晨旭)

一些文娱从业者应补补“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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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供应台湾
地区的第一批 mRNA 新冠疫苗
复必泰，2 日早上运抵台北，台湾
社会对复星医药协助台湾民间团
体促成复必泰疫苗比原计划更早
入台表达谢意，期盼下一批复必
泰疫苗顺利入台。对于这一台湾
社会各界高度肯定的好事，民进
党当局依然在政治算计。
　　台湾地区 5 月本土疫情暴发
后，大陆第一时间就表示愿意尽
最大努力帮助广大台湾同胞应对
疫情，包括向台湾同胞提供被世
卫组织认可的大陆疫苗，支持上
海复星医药集团参与研发并代理
的复必泰疫苗服务于台湾民众。
复必泰疫苗如今已运抵台湾，很
快就可以服务台湾同胞，民进党
当局一段时期以来不断宣称或影
射购买复必泰疫苗遭大陆阻挠的
说法不攻自破，也早已被台湾社
会看破手脚。
　　纵观民进党当局对于岛内采
购复必泰疫苗的态度，用八个字
形容，就是“事前阻挡、事后抢
功”。本土疫情暴发后，台湾鸿海、
佛光山等民间团体和一些县市主
动提出购买复必泰疫苗并捐给台
湾民众施打，民进党当局出于“反
中”“抗中”的政治考量，不但冷嘲
热讽，而且一直以各种理由阻挡。
一些绿营政客和侧翼网军诬称上
海复星代理的复必泰疫苗品质有
问题，疫苗并非德国原厂制造而
是由大陆代工等等。复必泰疫苗
即将提前入岛的消息传出后，台
湾民众连日来踊跃登记预约。这
个时候，民进党当局却吹嘘复必
泰抵台是“官民合作”的成果，这
种一流“揽功”话术，连日来遭到
岛内舆论嘲讽。
　　在首批复必泰疫苗入岛问题
上，从疫苗启运到运抵台湾，民进
党当局的各种表现，处处暴露其
神经质般的“逢中必反”“逢中必
躲”政治化条件反射。大陆媒体关
于疫苗启运的一则客观报道，被
台陆委会说成是“统战口水”。在
迎接疫苗抵达的现场，台湾鸿海
暨永龄基金会、台积电慈善基金
会、慈济基金会均对复星医药协助安排复必泰疫苗提
前供应台湾地区表示感谢，在场的台湾地区防疫部门
负责人陈时中却硬是只字不提复星医药。更为荒唐可
笑的是，民进党当局甚至指使机场地勤人员偷偷将货
机上疫苗外包装挂着写有中文“复必泰”字样的标签
拆除。这种鸡鸣狗盗、掩耳盗铃的小动作只能表明，即
使复必泰已经入台，在台湾民众生命健康安全面前，
民进党当局依然难除“逢中必反”的“政治心魔”。
　　事实上，对于复必泰疫苗入岛后的施打安排，也
充满民进党当局的政治算计。据台湾媒体报道，首批
复必泰疫苗将优先安排 12 至 17 岁的在校学生接种，
其余将优先提供已登记且尚未接种过疫苗的 18 至 22
岁民众。民进党当局这一做法已在岛内引发争议，许
多民众直呼不解、表示不满。有防疫专家和医护人员
指出，很多一线医护人员还未接种第二剂疫苗，当局
却在重点“关照”年轻族群，根本原因是疫苗之乱已经
影响年轻族群对民进党的支持度。说到底，疫苗施打
安排还是出于民进党“固住选票”的政治考量。在民进
党眼里，没有什么事情比自身的政治利益更重要。
　　台湾疫苗乱象频传，归根结底是疫苗不足。民进
党当局将政治利益凌驾科学防疫，则是导致台湾疫
苗短缺的根源。一年多来，民进党当局出于“反中”

“抗中”的政治目的，不但百般诋毁抹黑大陆善意、以
种种借口峻拒大陆疫苗入台，而且以各种理由阻挡
台湾民间团体和县市向大陆企业采购疫苗，从而导
致岛内疫苗严重不足，台湾同胞生命和福祉受损，台
湾民众对此看得越来越清楚。民进党当局还要一意
孤行吗？　　      新华社北京 9 月 2 日电

　　土地撂
荒 ，是推进
乡村振兴战
略的“拦路

虎”，也是农村产业发展的“老大难”。尤其在土
地条件相对较差、当地群众经济基础相对较差
的西部地区，大部分青壮劳动力外出打工，更
容易出现土地撂荒现象。但记者在重庆市铜梁
区调研发现，近年来当地近 5 万亩撂荒地均已
实现复耕。这个看似“神奇”的变化是如何实现
的，深入调研探究，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
　　首先，在生产条件上做文章，改“巴掌地”
为“规模田”。土地撂荒的原因之一，是土地产
生的经济效益已经难以满足农民的生活需
求。究其根源，是人均土地较少且相对分散，
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尤其在西部山地、丘陵
地区，普遍是“巴掌地”，不少农民“晴天一身
汗，雨天两脚泥”，但“种地一年还不如打工一
月”，谁还愿搞农业？

　　对此，铜梁的办法是推动土地由分到合，
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在撂荒地上实施
高标准农田建设、宜机化改造等工作，将一家
一户“巴掌地”改造成了集中连片的“规模
田”，改善了土地耕作条件。同时，也为规模化
经营做好了铺垫。
　　其次，在生产主体上做文章，变农民“自己
干”为大家“一起干”。过去，土地由农民自己耕
种，生产效率和生产效益低下。要提高土地生产
效益，必须改变农民“单打独斗”的局面，引入各
类先进的生产主体，为农业注入科技动力。
　　对此，铜梁的对策是引进、培育新的经营
主体，这些经营主体或是村集体企业、合作社
等集体经济组织，或是集体经济组织与种植大
户、民营农业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依托这些经
营主体，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进入农村，种地
场面也由过去锄头种地、背箱打药，变为旋耕
机地上跑、无人机天上飞，作业效率大大提高。
　 再次，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以利益链接

的方式让农民从“站着看”到“主动干”。不少
地方搞规模经营单纯靠流转土地，然后找农
民在流转的土地上务工，结果发现不少工人

“出工不出力”，影响了土地收益，甚至导致土
地再次撂荒。一些农民流转土地后只想着收
租金，抱着“站着看”的心态，土地种得好不
好、经营挣不挣钱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铜梁区在复耕撂荒地过程中，为调动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鼓励农民以土地入股，由村集体
统一流转给大户经营或由村集体直接经营，通
过“公司+村集体+农户”“村集体+农户”等方
式，实现合股联营。比如，当地农民以复耕撂荒
地入股组建合作社，合作社的利润由农民得大
头。这让农民对田间管护更为上心，收益也水涨
船高，形成了良性循环。
　　记者调研发现，通过在生产条件、生产主
体、生产关系等方面做文章，从科技、品牌中要
土地效益，根据市场导向调整农业结构，促进
了撂荒地盘活。但是，要让更多撂荒地重现生

机，仍需进一步在其他方面发力。
　　其一，以政策支持为保障。虽然农田基础
设施建设、集体规模经营能将相对集中的撂
荒地重新盘活，国家层面也对统筹利用撂荒
地出台过指导意见，一些地方还作出了“对耕
地长期撂荒的，要停止发放补贴”等政策要
求，但对于不少过于零碎的撂荒地而言，基层
推动复耕难度仍然很大，需针对长期撂荒地
如何收归集体等问题出台撂荒地复耕支持政
策，以进一步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其二，以完善市场机制为关键。农业生
产周期长、风险高，很多集体经济组织总体
还处于培育、投入阶段，面临着缺资金、缺
专业人才等问题，一些农业经营主体还靠
政府项目资金补助，因此，要根治土地撂荒
问题，还需要完善市场机制，建立农村集体
经济与城镇资本、技术、管理经验有效衔接
的机制，真正培育起有生命力的农业产业。
    (本报评论员王金涛、韩振、李松)

5 万亩撂荒地复耕启示乡村产业振兴

接英烈回家是一堂深刻的爱国课

  9 月 2 日，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
烈士遗骸由我空军专机护送从韩国接回辽宁
沈阳，109 位志愿军烈士英灵及 1226 件相关
遗物，回到了祖国怀抱。从 2014 年至今，我国
已先后八次迎接 825 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
回国。
  隆重迎接在韩志愿军英雄烈士归国，是一
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正如退役军人事务
部褒扬纪念（国际合作）司副司长李敬先介绍，

今年迎回烈士遗骸的时间选在 9 月初，就是希
望以此作为广大青少年在新学期的“开学第一
课”，大力弘扬英烈精神。
  71 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打
响了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之战。在抗美援朝战
场，共有 197653 名志愿军英勇牺牲，忠骨埋他
乡。几十年来，祖国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他们
为维护正义、反对侵略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始
终没有忘记用鲜血染红金达莱花的烈士们，他
们的贡献彪炳史册，他们的英名万古流芳。
  以庄重的仪式迎接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
回国，既是对英烈的尊崇，也是对其后人的抚
慰。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烈士棺椁、用

心整理的遗骸遗物、军容威严的解放军官兵、
最高礼遇的机场水门……都显示了祖国对烈
士们的无上尊崇。当年，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拼
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这样的最高礼遇，
他们值得！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每一名英烈的故
事，都是一本可歌可泣的英雄史书。每一个

“最可爱的人”，都是我们最该牢记的人。每一
次对英烈们的缅怀，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都
在提醒我们今天的安宁与和平来之不易。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
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对英雄

的崇敬之情，并号召全社会都要崇尚英雄、
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这就是要告
诉人们：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崇尚英雄
才能产生英雄，关爱英雄才能让更多人记住
英雄。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团
结奋进、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财富和力
量源泉。”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在新
的历史征程上，我们要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
精神，在革命英烈的精神激励下勇毅前行，让
少年儿童、青年学子铭记英雄事迹，赓续英烈
精神，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本报评论员张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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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 国 已 无 恙 ，英 雄 请
回家！
　　 2 日，沈阳桃仙国际机
场，我国再次以尊崇礼仪，迎
回 109 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
军烈士遗骸。此前，我国已连
续 7 年迎接 7 批共 716 位在
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英
雄们的功绩彪炳千秋，英雄
们的英名万古流芳，祖国和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71 年前，由中华优秀儿
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
历经 2 年零 9 个月艰苦卓绝
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
朝战争伟大胜利。时光荏苒，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在历史
长河中熠熠生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战争告
诉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和平必须捍卫。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
她。”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19.7 万多名英
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
宝贵生命。
　　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这一
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这一战，让全世
界对中国刮目相看；这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
震世界；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
　　英雄是时代的标杆，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
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美援朝英雄在内
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
事迹和精神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
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
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
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
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
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
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
神———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
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当年，志愿军将士们抱着赴死的决心
出国征战，很多牺牲在异国他乡。然而，祖
国和人民不会忘记英雄，一批批志愿军烈
士遗骸历尽曲折归国安葬，烈士魂归故里。
　　尊崇英雄，是为了不忘历史，更是为了勇
毅前行。唯有传承先烈风骨，才能挺起民族脊
梁；唯有铭记先烈遗志，才有更加辉煌的未来。
　　像英雄那样坚守，像英雄那样奋斗。在迈
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中，志愿
军烈士的风范和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必将
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
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记者梅世雄、陈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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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节目必须把好“五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