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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狗患”
要有硬措施

从长远和根本上说， 治理
“天价片酬” 还是要靠市场和
法规两个手段 。但目前 ，国内
影视市场机制并不健全，缺乏
自我净化能力，相关法规又不
完善，这才是问题所在。

□张刃

■每日观点

孩子的暑假
爸爸们不能一直缺席

对少儿编程培训市场要加强监管

网文阅读量造假
不容小觑

上周， 爱奇艺、 优酷、 腾讯
三家视频网站联合六大影视公
司 ， 发布 《关于抑制不合理片
酬， 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联合声
明》， 首次明确了演员的最高片
酬限额———单个演员的单集片酬
（含税 ） 不得超过100万元人民
币， 其总片酬 （含税） 最高不得
超过5000万元。

老实说， 这个限额还是惊愕

了许多人———限制了尚且还是8
位数， 不限呢？ 果然， 随后的报
道就有导演说出了某些明星片酬
过亿的实情。

影视业与百姓生活密切相
关， 其价值取向影响社会风气。
我们承认， 演员片酬也是劳动所
得， 问题在于是否合理合法。

“天价片酬” 之所以被诟病，
首先就在于不合理———即使按照
这个 “限额”， 也是普通劳动者
几辈子辛勤劳作都不可能企及
的。 如果有人说这是正常、 合理
的， 那还谈什么社会主义分配原
则？ 说什么 “劳动光荣、 工人伟
大”？ 搞什么抵制行业不正之风？
社会舆论对 “天价片酬” 不是颇
有微词， 而是近乎声讨了。 此前
某公众人物公开揭露某些明星既

拿 “天价片酬” 又偷税漏税， 引
来社会高度关注 ， 舆论 “一边
倒 ” 地 要 求 政 府 彻 查 ， 相 关
部 委 联合通知要求治理 ， 就是
最好证明。

正是在各种力量， 包括舆论
压力的推动下， 才出现了几大平
台和影视公司关于抑制不合理片
酬的声明。 应该说， 这是一个积
极信号， 至少表明， 影视行业一
些有影响力的企业表达了愿意承
担相关责任和义务的态度 。 不
过， 承诺能否兑现， 还要看实际
行动和效果。 实践中， 单方承诺缺
乏制约因素， 寄希望于行业自律还
远远不够， 说 “每个行业成员都
自觉抑制 ‘天价片酬’ 等不合理
现象， 有望改变行业不良风气”，
也未免过于乐观。 况且， 某些影

视企业仍有可能通过其他手段规
避各种限制。 因此， 治理 “天价
片酬” 不是短时间能够奏效的。

从长远和根本上说 ， 治理
“天价片酬” 还是要靠市场和法
规两个手段。 但目前， 国内影视
市场机制并不健全， 缺乏自我净
化能力， 相关法规又不完善， 这
才是问题所在。 说 “天价片酬 ”
是市场的选择， 那么， 在票房、
流量、 收视率等都可以作假的背
景下， 谁还相信这个 “市场” 的
真实性？ 说有 《电影管理条例》
《电视剧管理规定》 等相关法规，
那么 ， 对演员片酬 、 “阴阳合
同” 没有明确制约， 没有可操作
的监督机制和违法罚则， 谁还尊
重这些法规的严肃性？ 可见， 这
些问题不解决， “天价片酬” 等

种种不合理现象仍会长期存在。
演员片酬应该占成本多少比

例才算合理， 是个专业问题， 外
行很难置喙， 但在市场经济发达
国家， 某些明星本身就是制片投
资者， 核算成本、 控制片酬、 发
行收视都与其切身利益相关， 不
用他人制约， 明星自己就会精打
细算。 这个办法倒是可以借鉴。
制作成本与演员切身利益挂钩，
片酬标准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

近年来我国影视行业发展迅
猛， 市场机制还不健全， 相关法
规还不完善， 出现某些问题并不
奇怪 ， 重要的是 ， 政府 、 企业
（包括演员） 应该正视问题， 下
决心整改， 前者加强管理， 后者
学会自律， 加之舆论监督， 问题
才能迎刃而解。

少儿编程似乎轻易地超过了
马术 、 高尔夫 、 击剑 、 冰球等
“高雅贵族运动”， 站在了课外活
动鄙视链的顶端 。 这个被称为
“基础教育最后金矿” 的赛道从
去年开始受到热捧， 目前此行业
创业公司总数已超过200家。 但
是， 有专家认为， 目前少儿编程
教育行业存在门槛低 、 师资不
足、 教材稀缺等诸多问题。 （8
月15日 《法制日报》）

少儿编程作为尚未开发的蓝
海， 吸引了民间资本纷至沓来。
由于行业缺乏标准， 市场门槛很
低， 导致鱼龙混杂， 参差不齐。
有业内人士坦言， 最简便的小作

坊， 只需要到网上买一套课程解
码， 找几个老师租一套房子， 摆
几个机器人， 就可以营业。 一些
机构利用家长的 “起跑线焦虑”，
大肆宣扬学习编程越早越好。 有
的则在广告中用“特招”“加分”等
字眼吸引家长，强调“小升初、初
升高都可以加分， 不用参加高考
也能上清华北大” 云云。

少儿编程培训属于新兴市
场 ， 有关部门应加强监管和引
导， 避免再走 “先乱后治” 的老
路。 一方面， 强化执法监督， 对
于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的行为依
法查处。 《广告法》 第二十四条
明确规定， 教育、 培训广告不得

含有对升学、 通过考试、 获得学
位学历或者合格证书， 或者对教
育、 培训的效果作出明示或者暗
示的保证性承诺。 同时， 加快教
学探索， 组织有条件的学校和科

研机构共同研究编程课程， 制定
教学模式， 推动编程早日进入中
小学课堂， 从而对课外培训行业
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张淳艺

在互联网传销、 非法集资骗
局中， 50岁以上的 “银发族” 由
于对互联网新技术的知识相 对
不 足 ， 网 络 风 险 防 范 能 力 相
对 薄 弱 ， 这 使 得 他 们 成 为 非
法 集 资 、 传 销 等 各 类 网 络 骗
局的目标人群 。 有调查显示 ，
当 在 社 交 媒 体 上 看 到 朋 友 发
布 的 “理 财 项目很赚钱 ” 时 ，
有一部分人表示 “会感兴趣” 并
点击查看， 其中， 60岁以上的老
人占比高达51.73%。 （8月15日
《北京青年报》）

很多人认为， 是老人们年龄

大 ， 分辨能力变差了 。 其实不
然， 老人们并非没有一点辨别能
力， 而是很多老人太孤独了， 子
女不在身边， 没有人说说话， 他
们就只好在网上打发时光； 这时
候， 骗子们乘虚而入， 他们并不
单刀直入推销所谓的理财项目，
而是先陪老人们聊天解闷， 老人
们孤独久了， 突然冒出来这样一
个知冷知热的人， 戒备心很容易
就放下了。 这时候， 骗子们才会吹
嘘推销他们的项目， 说只要投资就
可以赚到钱， 老人们的情感天平
已经倾斜， 在毫无设防的情况下

就跌入了骗子设置好的陷阱。
要想让银发族不再成为骗子

们的 “靶心”， 除了老人们自己
要提高警惕， 不要把骗子当亲人
外， 还需要相关部门加强对网络
平台的监管， 不给骗子们提供存
活的土壤。 而对于为人子女者来
说， 则要么把父母接在身边一
起住 ， 要么常回家看看， 只要
解决了老人们的空巢之忧， 就堵
住了骗子们忽悠老人的机会。 到
那时， 就算骗子再狡猾， 因为失
去了 “靶心”， 自然就无法 “命
中” 了。 □徐建中

近日， 网上流出一段电动滑板车充电时爆炸的视
频： 北京一男子家中， 正在充电的电动滑板车突然
冒烟， 随后发出巨响。 男子立即拔掉电源， 但发现烟
越来越大， 马上抱起孩子逃离现场。 滑板车随即爆
炸， 整个过程仅18秒……而就在不久前， 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抽取了40批次样品， 对电动滑板车整车和
电池两部分进行了测试。 监测发现， 电动滑板车产品
全项目符合率为0， 是历年来各类产品风险监测中全
项目符合率最低的产品。 （8月15日 《检察日报》）

□王铎

黄齐超： 8月7日， 微信公众
号运营后台弹出一条提示， 称公
众号后台的文章阅读数自8月8日
开始， 剔除机器等非自然阅读带
来的虚假数据， 并表示该变动对
运营者流量不产生实际影响。 因
为 “剔除虚假数据” 等几个字，
网友认为微信要像2016年那样 ，
大力整治公众号阅读数造假。 网
络文章的阅读数据造假不容小
觑， 呵护阅读者权益及网文的商
业价值， 整治刷流量势在必行。

史奉楚： 8月14日 ， 未牵绳
德国牧羊犬咬伤少年致其犬伤Ⅲ
级一事， 有了最新进展， 四川成
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就此事向
社会进行通报， 德牧主人赵某某
被行政拘留10日， 并处罚款500
元， 此外， 5年内赵某某不得再
养狗。 这一事件提醒有关部门，
治理养犬乱象以及由此滋生的
“狗患” 势必出台强硬措施。 进
而倒逼人们提升 “养犬文明 ”，
避免人们遭遇飞来横祸。

在不少妈妈的潜意识里 ，
暑期亲子游多是一场 “妈妈去
哪儿” 的旅行， 因为爸爸们总
是工作忙没时间。 然而， 记者
近日调查发现， 爸爸们并非不
想参与亲子游， 而是不能休假
不敢休假不好意思休假。 （8
月15日 《武汉晚报》）

正如媒体调查的那样， 不
是爸爸们不想参与家庭的亲子
游， 而是不能休假不敢休假不
好意思休假。 结果就是既委屈
了自己， 同时也委屈了孩子，
委屈了妻子， 让孩子的出游没
有爸爸的陪伴， 让妻子一个人
照顾孩子， 承受劳累。 说到这
个问题， 爸爸们确实也是一肚
子无奈。

有些企业在暑假期间也是
业务最忙的时候， 比如航空公
司、 铁路公司、 教育培训公司
等等， 暑假期间也是人手最紧
张的时候， 确实没法让员工休
假。 还有些爸爸， 是家里的顶
梁柱， 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
源， 如果公司不允许休假而强
行休假 ， 则不但可能影响收
入， 甚至还可能会影响事业发
展， 乃至丢掉工作。

但是正如一些网友所说 ，
孩子的暑假， 爸爸一直缺席，
也确实不是个办法， 不但不利
于孩子身心的成长， 而且也不
利于体现父亲在一个家庭中的
责任。

怎么办呢？ 一则， 希望公
司、 企业等用人单位， 能够对
已婚生子的 “爸爸员工” 多些
理解与体谅， 尽量满足他们在
暑期休假的需求。 为此， 可以
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和运转
的前提下， 合理调整员工休假
时间， 比如把未婚 或 孩 子 已
成 年 的 员 工 安 排 在 非 寒 暑
假 休 假 ， 而 把 孩 子 未成年
的员工安排在寒暑假休假 ，
这也体现了用人单位的一种人
性化管理。 二则， 认真落实相
关国家法律规定的休假制度，
让应该在寒暑假休假的 “爸爸
员工” 能够在寒暑假期间获得
休假。

□天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