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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聚焦

人民日报：
党面临“四大考验”、“四大危险”、

“八大斗争”
四大考验：长期执政、改革开

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四大危
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
众、消极腐败；八大斗争：争夺资
源、货币战争、争夺市场、意识形态
斗争、领土争端、反腐败斗争、网络
斗争、反民族分裂主义斗争。

新华网：
腐败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定时炸弹

时下有论调认为遏制奢靡之
风，削减公款支出，会影响经济。
表面看一些行业不景气，但仔细分
析，如果把用来吃喝的数以亿元的
公款，把建设豪华办公楼的经费，
把贪官隐匿的巨额资金用在基建、
民生上，经济发展不但不会下滑，
相反会健康运行。

中国青年报：
用人性温暖突破新闻盲区

只看眼球吸引力，而不看灾难
的严重程度和救援需要，不看公共
价值，这种新闻价值追求下，自然
就形成了媒体的新闻盲区。新闻
之上，还有人道主义，新闻除了吸
引眼球，更担当着报道真相让公众
充分知情并作出理性判断的公共
责任。每一个新闻盲区，都可能是
对应得到关注的人的生命的漠视。

以史为鉴 警钟长鸣

败絮其中 麦当劳、肯德基供应商被曝大量使用过期、变质原料，问题“洋快餐”再次被推上风口浪
尖。21日，一项针对超过万名网民的“麦当劳肯德基供应商被曝使用过期劣质鸡牛肉”调查显

示，74.4%的消费者认为企业对供应商的违规行为知情。 ■新华社 徐骏

美剧看上西游，别只顾着喝彩

司法改革，
要敢于触动利益

乐见轮子奴隶
变身单车骑士

人民日报评论员

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试点地
方之一，上海最近率先启动司法改
革先行试点，备受各界瞩目。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深
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
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
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需革除不
符合司法规律的“行政化”和“地方
化”倾向。当前，司法机关内部以
及司法机关上下级之间，仍然存在

“层层请示、层层审批”“审的人不
判、判的人不审”等现象。必须进
一步突出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
的办案主体地位，完善职业保障，
落实司法责任制，明确划定“权力
清单”，加大司法透明度，让法官、
检察官心无旁骛、心无杂念、心无
畏惧地办理案件，真正实现权责一
致，才能实现“由审理者裁判、让裁
判者负责”。

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地方化”
倾向同样需要大力革除。当前，司
法机关的人财物很大程度上掌握
在各级地方政府手中，一些地方尤
其是基层党委政府、领导干部对司
法的干预仍然存在，“条子”“说情”
以及地方保护等难以杜绝。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对司法机关的人财
物进行省级以下统管，把“帽子”

“票子”“房子”等统筹起来，让司法
机关更加超脱，办理案件才会更有
底气、更加公正。

改革就要触及利益，改革必须
触动利益。让一位法院院长放弃
审批大量案件的权力，让他坐到法
官席上安心厘清案情，让他在审判
委员会上不再“一言九鼎”，都需要
刚性的制度约束和内心的高度自
觉，必须做好趟深水区、啃硬骨头
的准备。

改革要于法有据，不能搞所谓
“良性违法”。上海的试点方案提
出，司法人员管理要形成“统一提
名、党委审批、分级任免”的制度安
排，这样一个细节，体现的是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值得肯定，需要
坚持。 （来源：新华社）

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坚持
骑车上下班，市民已经见惯不怪，
但对与骑车有关的“救美”故事却
津津乐道。两年前初冬的一个傍
晚，纪录片女导演弗兰妮路遇流
氓，闻听救命，一名戴着头盔的骑
车男子赶跑了混混们。弗兰妮得
救发现，救她的竟是市长——“如
果你在漆黑的街道上孤立无助，就
会发现约翰逊比其他人都靠得住，
他简直就是坐在闪亮自行车上的
骑士！”

严格限制公务车，世界上做法
多种多样。一是限制级别，芬兰规
定只有总统、议长、总理、国防部
长、内务部长、外长等才有专车；二
是限制价格，加拿大政府规定，副
部长以上官员配备行政用车，部长
级公车价格不超过3.24万加元，副
部长级公车不超过 2.7 万加元；三
是削减特权，比如俄罗斯总统普京
多次下令，要向“特权车开刀”；四
是着意区分公、私车，博茨瓦纳的
公车都挂红底白字车牌，私家车则
挂白底或黄底黑字车牌。

惩罚严明，是公务员不敢因公
车而失足的重要原因。美国联邦
政府规定，公务员如果“不当使用
公车”，将被停职一个月以上。如
果这种“不当使用公车”的行为是
其上司批准的，上司甚至要受到停
职的处分。美国威斯康星州公务
员勒尔斯由于让夫人搭乘他参加
公务活动的车，被停职6个月，此事
还作为“丑闻”记录在他的信用档
案。有过必究，架起了在公车使用
上不容触碰的高压线。

“车就是车，除了作为运载工
具的功能外，它没有什么高超和了
不起的，人们不应该自缚手脚，沦
为轮子的奴隶，更不应该滋生汽车
腐败的歪念头”，英国网络媒体认
为，汽车这一原本是代步的工具，
如果扭曲异化成官衔、地位、身份、
权势和财富的象征，必然会由此衍
生出相关联的汽车贪腐。

英国《独立报》说，中国欲通过
公车改革“换挡”提速，迎来“廉洁
拐点”和车窗外明亮的艳阳天。虽
然眼下把附着在公车上的特权“清
零”还需假以时日，但它彰显出中
国政府对公车腐败的“零容忍”态
度却十分明晰。（来源：人民日报）

甲午，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而
言，具有特殊含义。120年前的甲午
战争，是日本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
争，在中国近代史记忆中重重写下了
一个“败”字，愤愤烙下了一个“耻”
字，深深刻下了一个“警”字。念之、
思之、痛之，我们更应牢记战争与和
平的辩证法，担当起维护世界和平、
反对战争的历史重任。

为什么，物华天宝的中国一次次
被经济总量、人口规模、领土幅员远远
不如自己的国家打败？为什么，近代
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
的牺牲之大，为世界历史所罕见？目
睹顶着“亚洲第一”虚名的北洋水师
覆没的滔滔沧海要问，血战到底、饮
恨牺牲的英魂忠骨要问，奋起抗争、
前仆后继誓志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
的志士仁人要问，肩负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重任的当代中国人还要问。

回答这个问题，首当其冲、痛彻
心腑的就是一个大大的“腐”字！国

运殇失、战场溃败、民族危难的背后，
都有清朝晚期陈腐、贪腐、腐朽的深
刻烙印。

陈腐的思维，何以御强邻入侵。
铁的事实告诉人们，海战决定胜负，
海权就是主导权。然而，长期闭关锁
国、夜郎自大的清朝政府海权观念淡
薄，把海权问题矮化为“海防”问题。
殊不知，马汉的制海权理论当时已风
靡欧美及日本，成为海洋强国海军战
略的重要指导理论。在“海军力量，
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
这一消极防御思想影响下，清军“专
守防御”“避战保船”，并寄希望于欧
洲列强居中调停，委曲求全之举等于
未打先输。一支只知近岸守土的海
军惨败于另一支满腹经略大洋野心
的海军，难道不是势所必然吗？

贪腐的堕落，终致堤溃蚁穴。买
官卖官，训练荒废，纪律败坏，已是清
朝军队中的普遍现象。“南北洋购买
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之
际，却为慈禧太后修建北海、中海、南
海和颐和园而挪用海军军费。有御
史上奏停止建园以保海军军费之时，
慈禧却回应“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
将令彼终身不欢”。

腐朽的无望，更加激活了列强贪

婪的胃口。那是多么黑暗屈辱的一
页：一方面，清廷昏聩，任由“无官不
贪，无事不贿，上下相欺，大小相欺”
现象蔓延肆虐；另一方面，帝国主义
列强加紧侵略中国，清政府被迫签订
丧权辱国条约，割地赔款，一再让步，
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

总结历史教训，需要深入的民族
自省。甲午战争失败的内因，正是清
末腐朽至极的观念、制度、官吏。腐
至而殇，腐盛而败，朽极而亡。

总结历史教训，也需要认清世
界。甲午战争的年代，日本已从明治
维新中崛起为一个近代强国，而中国
还是一个旧式的王朝帝国。落后于
时代和世界，失察于侵略者的野心和
能量，以被腐败掏空的躯壳去进行抗
争，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当然，正所谓物极必反，惨烈的
失败催生了民族觉醒，激起了救亡图
存的爱国民族精神。由此发端，中国
相继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
动、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形成了中
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强大潮流。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无惧厄运和
苦难的中国人民决不屈服于帝国主
义侵略者的铁蹄，最终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正确道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推翻“三座大山”，中国站起来了。改
革开放，中国发展起来。中国和平发
展，书写人类历史的宏大篇章。

居安思危，我们必须从历史经验
中清醒认识到，和平发展不会一帆风
顺，我们不惹事，但也不能怕事。在
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我们必
须敢于划出红线，亮出底线。能战方
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
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
的辩证法。

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
然。120年前中国任人欺侮的一页虽
然彻底翻过去了，但是我们必须在深
刻认识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保持高度
警醒。毕竟，当今时代也非天下太
平，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
义仍在大行其道，现实和潜在的战争
威胁依然存在。我们需要以放眼世
界的战略思维，居安思危的战略清
醒，强国安邦的战略筹划，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脚踏实地稳步前进，为实现凝
聚了几代中国人夙愿的中国梦而不
懈奋斗。

坚定信心，以史为鉴，警钟长鸣。

近日，出品过知名美剧《绝命毒
师》、《广告狂人》的美国 AMC 电视
台宣布，已预订一部改编自《西游
记》的功夫题材新剧《Badlands》。据
悉，该剧将讲述一位战士和一个小
男孩经历危险旅程、寻找极乐世界
的故事。

美剧已成当下一个文化热点。
而我国古典名著被美剧看中，无疑更
多了一些中国文化在世界上产生积
极反响的味道。但后者是真实图景，
还是美好想象，还需做一番分析。

近些年，中国元素在美国影视
剧作中的运用渐成潮流。有统计，
美国大片《变形金刚 4》里的中国符
号不少于三分之一。而《花木兰》、

《功夫熊猫》、《碟中谍3》等影片中所
出现中国元素更是贯穿古今。即便
是《西游记》，也曾在美国电影《失落
的帝国》中被借鉴。对这些颇具中
国味的海外影视剧虽也有吐槽声，

但总的来说，“中国元素+好莱坞制
作+西方价值观”正成为美国影视剧
赢得市场的一个套路。

对此，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文化
走出去的鲜活实例，是中国海外影
响提升的象征。这有一定道理。因
为只有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先接触到
中国，才有可能进行更深入的跨文
化交流、互动和碰撞。但与此同时，
新瓶装旧酒的弊端也日益彰显，中
国观众在追捧美国大片的同时明显
感受到，在中国符号频频出现的背
后，影片骨子里还是逃不脱西方的
个人英雄主义。

文化的本质是思想，而并非其
载体。人类的思想会实现对象化，
对象化在影视剧作中就是影视文
化。影视作品只是文化的载体，载
体中的思想内容才是真正的文化。
由此可见，西方影视作品中出现中
国元素、符号、题材，并不等同于好

莱坞接受了中国文化价值。所以，
由此而带来的中国文化热，并不算
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热。

因此，对中国题材在海外影视
作品中的频繁出现，喝彩之外更需
冷静，深入思考能否从中获得一些
启示，“拿来”一些“夷之长技”。譬
如，可否打造出“西方元素+中国价
值”的文化传播手段。联想到此前
我国外交领域中的一幕，中日大使
在BBC舌战中，中国大使援引西方
电影《哈利·波特》中的人物“伏地
魔”来比喻日本军国主义，这种用西
方符号传递中国价值的方式就产生
了积极的传播效果。

回到这则美剧与西游记的消息
本身，我们既不必急着热捧，也不必
忙着吐嘈，而不妨好好从此类剧作
的运作方式中深思一下，该怎样讲
好中国故事，让中国文化更好地走
出去。 （来源：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