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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优质营商环境成为更多地方的“名片”
本报评论员 林琳

能否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有作
为、有实效，也是观察地方治理能力
和智慧的一个切口，有放有管、放而
不乱或者说放得恰到好处，考验的
是地方治理的真功夫，近年来，这愈
发成为地区之间竞争的一种软实力
和潜在优势。

据媒体报道，最近，几部春节档电影在收获不俗的
票房后，其官方授权开发的手办、玩具、出版物等衍生
品变得火爆起来。某单品众筹的目标金额仅10万元，
8天后金额就突破 1亿元，这让市场看见衍生品的市
场潜力。

近几年，国产优质电影越来越多，不仅可以持续输
出文化影响力，同时带火了与电影相关的衍生品产业
链。对电影生产者而言，开发衍生品可以增强电影IP
（知识产权）的生命力，发掘更多增长点，实现利润最大
化。对普通人而言，当国产电影也可以造就诸如好莱
坞、迪士尼式的大 IP，人们的文化自信无疑会增加不
少。做大衍生品市场，需要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
理念，即优质电影作品是一切后续影响和收益的本源，
这就需要在“原创+内容+文化”上持续深耕。期待不
久的将来，国产电影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可以更加
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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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中间插播晚会”
让观众情何以堪
斯涵涵

据 2 月 10 日《法治日报》报道，每到

春节、元宵节等传统佳节，各大电视台

都会推出大型晚会。记者近日浏览社

交媒体发现，对于一些晚会，观众频频

吐槽，其中大量存在的广告成为主要

“槽点”。

时下，不少电视台的文艺晚会、综艺

节目中，广告铺天盖地、无孔不入：从主

持人报幕、串词到舞台布置，从硬广告到

软性植入，甚至还让参演人员直接拿着

产品进行介绍……如果再加上节目间歇

播放的广告，晚会俨然成了“广告大会”。

市场经济，消费者也好，电视台也

罢，都不可能与广告绝缘。电视晚会成

本高，需要大量经费投入，而电视广告是

主要的广告传播渠道之一，也是电视台

创收的重要方式之一，双方有一些合作

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广告过多过滥，甚

至强行植入，文艺晚会沦为“赞助商大

赛”，则显得喧宾夺主，本末倒置。

网络时代新旧媒体竞争激烈，电视

行业本就面临开机率低、观众群流失、网

络视频用户增多等挑战，如果再让观众

在泛滥的广告中看节目，引发观众反感，

那么电视产业的发展或许会雪上加霜。

目前，我国法律并未禁止或限制电

视台发布广告的数量，广告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主要针对的是广告内容，并没有

对植入广告出现的数量、时间和频次作

出明确的限制，这就让“广告型”综艺晚

会有了可操作的空间。

多年前，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也曾

一度泛滥，引发公众怨声载道。后来有

关部门规定，播出电视剧时不得在每集

(以四十五分钟计)中间以任何形式插播

广告，相关做法才得到遏制。

如今，综艺、晚会植入广告泛滥，也亟

待有关部门出手纠偏。监管部门要倾听

民意，及时出台相关规定和要求，对广告

发布者广告投放方式、比例等予以规制，

净化市场风气，促进良性竞争和发展。

电视台等节目制作单位作为文化行

业主体之一，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的统一，要尊重观众感受，优化广告内

容和形式，提升观众体验。同时要寻求

更健康、更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增加与用

户的互动，制作优质、新颖的电视广告，

力争获得良好的多重“回馈”，全面扭转

“广告之中看节目”的跑偏局面。

据央视 2月 12日报道，兔年新春，全国多

地针对营商环境优化重点打头部署——上海

“新春第一会”召开了 2023 年优化营商环境

大会，推进新行动方案；河北“新春第一会”要

求各地各部门把优化营商环境摆上重要位

置；陕西把今年定为营商环境突破年，等等。

与这些部署相对应的，是一些商家的“用

户体验”明显改善。有的地方连锁企业的新

门店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仅用了不到 3 天

时间；有的地方的个体工商户获得了监管部

门上门讲解“个转企”优惠政策的服务；有的

中小微企业获得了税务部门上门办理电子退

税服务，退税款很快到账……

这样的体验意味着，新门店可以在最短

时间内开门迎客，减少等待审批期间的诸多

成本；个体工商户可以进一步了解相关政策，

进而享受政策的利好；企业在资金方面可以

获得更大的腾挪空间……归根结底，这意味

着企业将获得更好的发展助力，对未来更多

一份确定和信心。

21 世纪初，世界银行为评估各国企业营

商环境开始研发相关指标体系，营商环境指

数排名越高或越靠前，表明在该国从事企业

经营活动条件越宽松。相反，指数排名越低

或越靠后，则表明在该国从事企业经营活动

越困难。可见，营商环境不仅关乎国内经济，

而且关乎国际贸易和投资。

近年来，优化营商环境越来越受到我国

各级各地政府的重视。2018 年，国务院成立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

组，下设优化营商环境专题组，先后出台了一

系列文件，对优化营商环境做出具体部署。

2019 年，国务院制定了《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明确加强对市场主体的保护、优化市场

环境、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规范和创新

监管执法等。

各地也推出了不少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

举措，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比如，

“开展‘一照多址’改革”“拓展企业开办‘一网

通办’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电子证照、电子

签章等应用范围”“推进招投标全流程电子化

改革”，等等。

优化营商环境让不少企业获得了便利和

实惠，赢得了更宽松的发展环境和氛围。而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招商引资、招贤纳士的“金

字招牌”。正所谓“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

来”，“凤凰”来了，地方经济何愁不活跃、不发

展？市场主体的扩容意味着对就业的带动，

而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同时，能否在优化营

商环境上有作为、有实效，也是观察地方治理

能力和智慧的一个切口，有放有管、放而不乱

或者说放得恰到好处，考验的是地方治理的

真功夫，近年来，这愈发成为地区之间竞争的

一种软实力和潜在优势。

有的地方针对一些行政审批许可事项实

行“无感续证”改革，有的地方一再压缩一些

审批事项的办结时间，有的地方对法治化营

商环境建设工作落后的中基层法院院长进行

集体约谈……不难看出，各地在优化营商环

境问题上努力追求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优化营商环境没有“天花板”。新年伊

始，各地纷纷部署优化营商环境，不仅是在为

全年的工作做铺垫、做绸缪，更是在为全局、

为未来加油、蓄势。正如央视评论员所说，

“这场发生在新春的奔跑，既有短跑冲刺的状

态，更有长跑的耐力在其中”。

把优质营商环境打造成地方发展的靓丽

名片，某种角度上，这些努力也决定着我国整

体的营商环境水平和全球排名，这其实也是一

张国家名片——我国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

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已有大幅提升。

期待更多地方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多作

为、善作为、精作为，让优质营商环境这张名

片愈发闪亮，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推动中国经

济行稳致远。

◇消费不够不给房卡 别把旅游信誉拒“门”外

近日，有网友反映参团到广西旅游时被强制购物，因未达

到消费标准，导游不给发房卡。目前，涉事旅行社、导游因涉

嫌“不合理低价游”、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已被立案调查。

《北京青年报》评论说，公众乐见旅游市场的复苏和烟火气，

但不欢迎类似侵权套路的回归。如果旅游经营者总想着算计游

客，不仅会砸招牌、毁信誉，还会把旅游市场搅得乌烟瘴气，抹黑

地方旅游形象，最终因游客用脚投票而遭市场反噬。旅游经营

者要改一改老毛病，多算总账和长远账；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

要保持高压严打态势，营造更诚信、公平、放心的旅游市场环境。

◇整治市容不必拿春联“开刀”

近日，甘肃武威城管上街清理商户春联的消息引发关

注。工作人员回应，这是市容市貌整治行动，现已予以整改，

只清理无法修复的春联。据悉，清除春联行动去年就已开始。

《南方日报》评论说，贴春联是绵延千年的传统习俗。经过

日晒雨淋，春联破损一点再正常不过，这本身就是一种烟火气的

体现。如果春联确需更换，也应交由其主人。城市管理千头万

绪，功夫更应放在平时，若是“临时抱佛脚、搞突击”，到头来只会

折腾老百姓。说到底，“市容”绝不是什么都能装的筐，真正要装

进去的，是对民意的尊重。

◇吃相难看，智能电视“套娃收费”当休矣！

最近，“看智能电视会遇到无数糟心事”“智能电视‘套娃式

收费’”让你防不胜防”等话题频繁登上热搜，引发广泛共鸣。

“半月谈”微信公众号评论说，智能电视的诞生初衷是好的：

让传统电视变为功能多元的影音娱游载体，然而当产业链上各

方都想从中分走一杯羹，却没把创新用在提升用户体验上，最终

只能被时代和大众抛弃。不要让套路堵住出路，留住用户才有

发展可言。有关厂商要充分倾听各方声音、尊重大众使用习惯，

把社会利益摆在前面，把大众摆在利润前面。希望电视这个陪

伴几代人成长的朋友，能再次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美好的记忆与

改变。 （乐群 整理）

胡欣红

据澎湃新闻网报道，近日，有网民建议把

《水浒》相关内容从中小学课文和课外读物中

清除出去，引发了舆论持续热议。这位浙江

网民列出的《水浒》主要“罪证”包括：“恶毒污

蔑丑化女性”“情节极其不合逻辑”“无原则歌

颂滥杀无辜”等问题，并称这是自己见过的

“最毒小说”。

浙江省教育厅对于这些“罪证”及时作出

了回应——一方面承认该网友的顾虑存在一

定合理性，另一方面从《水浒》的文学价值巨

大、是批判性阅读的好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教

育价值三个方面，进行了有理有据地解释。

“少不看水浒，老不读三国”。实际上，有

关《水浒》等经典作品是否适宜孩子阅读的争

论，早已有之。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经典名

著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水浒》等

经典作品有不同的看法，不仅无须大惊小怪，

而且应该鼓励，因为敢于质疑本身就是一种

极其宝贵的精神。

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水浒》等经典作品是否适宜孩子阅读，当然

可以见仁见智，但也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评

判原则。比如，评判历史人物需要将其置于

当时的历史时空之中，否则就极易得出一些

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看待经典作品同样如

是。前些年就有“专家”以“父亲”横穿月台违

背交通规则为由，提出应该删除中学课本中

的《背影》。

如果按照现代的价值尺度去衡量，那么

恐怕很多经典作品都可能存在“瑕疵”乃至

“有毒”。再经典的作品也是立足于当时的社

会认知和价值环境，再伟大的历史巨著也不

太可能跨越古今正视两个时空的价值评判。

但正因为是经典，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在感染人和陶冶人上有不容抹杀的作用，我

们才会千方百计地让它们与孩子“亲密接

触”。比如，《水浒》里不仅有打家劫舍、落草

为寇，更有肝胆相照、忠义相守。瑕不掩瑜才

能经历岁月的洗涤流传至今，学习古典文化

理应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辩证地去看。

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也是一样，他们的辨识

力需要在风雨中锤炼，在鉴别伪善良莠中练

就。我们实在不必也不应该低估孩子的鉴赏

能力，一代又一代孩子，鲜有人因为看了《水

浒》而在内心播下残暴的种子——“看了这么

多年的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路边上的杨柳被拔

了？景阳冈武松打虎，真的有人去打老虎了？”

网友的一些灵魂反问，可谓直击要害。

不能因为作品本身的时代局限而因噎废

食，老师在教学中、家长在生活中注意用科学

的、正确的方式引导孩子进行批判性学习和

阅读，以理性的态度来解读中国古典小说中

的“精华”和“糟粕”，才是让孩子“把书读好”

的应对之道。

真理越辩越明，随着有关部门的回复，相

关质疑或许会告一段落。某种角度上，这也

不完全是一件坏事，不仅给了双方一个交流

沟通的机会，也让公众在这过程中对如何看

待经典、学习经典，如何引导和教育孩子，有

所思考甚至受益匪浅。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要延展“后续故事”

热搜“傍”上年轻人，
当心标签制造不必要的焦虑

龚先生

近日，有网友拍到一名男孩在
昆明海埂大坝抓了一只海鸥并准
备将其塞进瓶子，其父母还在一旁
“指导”孩子怎么做……事后，相关
部门对其父母进行了批评教育，并
对其处以2000元罚款。

做父母，不仅仅是在养育自己的孩子，更是在为社会
培养合格与否的公民。下一代的素养和认知，关系的是人
口素质、人力资源的质量、社会发展的后劲儿。

教孩子“委屈”他人还是约束自己？教孩子坏规矩还
是守规矩？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孩子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家长义不容辞。

网友跟帖——
@小满：熊孩子背后，常有熊

家长。

@ally：罚得好！以儆效尤！

何勇海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最近，“年轻人应该回县城买房吗”

“年轻人为什么不爱听专家建议”等话题频上热搜，一时间年

轻人仿佛成为流量密码。通过对话题热度降序排列后可以看

出，日常生活、社会、财经 3个领域最容易产生青年话题。

“年轻人为何戒不掉报复性熬夜”“年轻人为什么不爱做家

务”……网络空间关于年轻人的热搜不时出现。这当中有些话

题确实属实也值得讨论，有些则给人以故意炮制话题之感。

年轻网民表达意愿强，网络活跃度高，是社交媒体的主

流，也是平台流量的主要提供者。于是，一些平台便盯上了年

轻人，以热搜的方式吸引大批年轻人围绕话题展开讨论。

有数据显示，传统社交平台的用户日均使用时长不断缩

短。在音视频软件不断跑马圈地吸引年轻用户之际，传统社

交平台容易陷入用户“去年轻化”困境。在此背景下，年轻人

频频登上热搜，可能并非完全出于公众和平台对于年轻人的

关心，而是基于其将年轻人与流量绑定的策略。

当热搜“傍”上年轻人，有时可能会不负责任地给年轻人

贴标签，进而挑起一些对立情绪。比如“年轻人为什么”系列

里 ，不爱做家务、不喜欢走亲戚等话题就让不少年轻人很不

服气——“谁说我们不喜欢做家务、走亲戚了？”

有些话题还可能对年轻人产生一些误导。比如，此前，媒

体报道了几起 00 后初入职场就敢于维权的新闻，于是“00 后

整顿职场”上了热搜。事实上，00后向领导提意见的“直抒胸

臆”，还上升不到“整顿职场”的高度，将之夸张为“整顿职场”，

可能误导一些 00后对自身认识不清，内心飘飘然起来。

还一些热搜可能给年轻人制造不必要的焦虑。比如年轻

人不愿结婚、生育、买房等热搜，将个体问题当作群体现象讨

论，容易使得一些年轻人情绪被牵动，进而变得更加焦虑。

相关社交媒体真的关心年轻人，就应该多关注他们真正

的需要、多反映他们真实的声音。预设关于年轻人的话题，试

图以此增强年轻人对社交媒体的黏性，很有可能事与愿违、误

导舆论，更会冒犯年轻人。对平台来说，这实非明智之举。

不宜因经典作品的时代局限而因噎废食

樊树林

据 2 月 12 日《济南日报》报道，刚刚过去

的春节假期，除了全国各大景区景点爆满外，

不少冷门旅游目的地也随着假期内热映的影

视剧走红。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取景地云

南大理、电影《满江红》取景地山西太原古县

城、电视剧《狂飙》取景地广东江门、电影《流

浪地球 2》取景地山东青岛纷纷火爆“出圈”，

迎来新年旅游“开门红”。

随着旅游业的迭代升级和影视佳作爆款

频出，影视旅游正在成为当下的一种潮流。

而影视剧讲述故事时，都离不开“地点”这一

要素，因为一部剧、一部电影，人们爱上一座

城市，是寻常事，也是爱屋及乌的心理折射。

其实，“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一部电影带

红一个景区”的现象由来已久，比如电影《非

诚勿扰》让西溪成为西湖之外浙江杭州的另

一张旅游名片；电影《你好，李焕英》的播出，

带动了湖北襄阳的工业旅游……影视作品受

众广，是旅游推介的天然载体，但这种情况归

根结底反映的还是文化的黏性，是影视剧和

城市人文气质、景区特色所产生的一种化学

反应。

需要关注的是，影视剧更新换代较快，随

着一些热播剧淡出人们的视野，相关地方和景

区等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泯然众人矣”。

旅游是将消费者的需要、认同、文化融合

起来的情感体验。要想让“一部剧带火一座

城”的故事保持鲜度和热度，给广大游客带去

非同一般的体验，继而延续影视 IP 的长尾效

应，带动城市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就要有一

些前瞻性思维，具备“推陈出新、守正创新”的

能力，在全链条上布局，在宣传推广上发力。

让“一部剧带火一座城”赢得“长红”，需

要相关部门进行一些冷思考，比如，如何对地

方旅游资源进行深度挖掘？是否能够开发出

具有自己文化属性、地域特色的创意产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就是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的一个具体注脚。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和本

质，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和载体。成功的案例背

后往往不是“单打独斗”，要让“跟着影视去旅

游”充分彰显地方文化特色和人文气质，各地

在城市规划和营销方面对此应该给予特别关

注，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做好相

关服务保障，保持景区的良好口碑。

“影视+文旅”是条产业融合的新赛道，

是影视和城市的“双向奔赴”“相互成全”，期

待各地能持续给这条赛道注入活力和动力，

延展“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后续故事，赋能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人文精神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