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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用危机感紧迫感激活“省会意识”
——— 聚焦省城“优化发展环境”之二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最近一个阶段，“太平
官”在济南的安稳日子越来
越难过。为实现新的发展目
标，济南市对各级各部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明确提出
要“把济南的发展放在全省、
全国的大格局中来比较、来

定位”，这样的定位，体现了
省城济南干事创业谋发展的
危机感和紧迫感。

济南不仅是山东省的省
会，还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副
省级城市之一。作为省会，济
南的教育、医疗、交通等优质
公共资源足以让省内其他一
些城市羡慕。济南市民谈到
省城，也常津津乐道于此。只
看到了眼前的优势，满足于
小富即安的现状，这不应该
是我们应有的“省会意识”。

如果总是怀抱着副省级省会
城市的优越感，即使面对省
内兄弟城市千帆齐发的竞争
势头，也很难产生一种深刻
的危机感和紧迫感，那么这
样的“省会意识”带给我们的
就是惰性，就是影响发展的
包袱。面对各个城市间发展
竞争的格局，只有强化危机
感紧迫感，才能培育出充满
激情和创造力、永不满足的

“省会意识”。
近来，为优化发展环境，

济南正主动在提高行政效能
上下大功夫，这正是危机感
和紧迫感的体现。“拿自己开
刀”是一种决心，也是一种勇
气，每个市民从这种勇气和
决心里，看到的是省会济南
未来的巨大发展空间。实践
证明，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城
市竞争，结果并不取决于城
市的历史荣誉和行政地位，
而是看谁的观念更开放，谁
的作为更主动，谁更能抢得
发展的先机，不断开拓出发

展的空间，释放出发展的潜
能。这些年，一些落后地区实
现超越式发展的原因也多在
于此。如果省会城市的行政
效能尚不及一个小县城，让
外来投资者望而却步，就很
难体现出自身的优势。

“省会意识”的确立，不
仅仅是依赖城市的行政地
位，更重要的是要有引领风
气之先的精神风貌。济南市
为优化发展环境而自我加
压，不仅与省内兄弟城市相

比较，也与国内同类的先进
城市比，这种主动定位置、找
差距的行动正体现了城市管
理者开阔的胸襟和包容的心
态，也必将为以后的发展注
入动力。济南作为山东省的
省会，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山
东这个经济大省、开放大省
的形象，这种勇于实践、勇于
改革的精神，这种不摆资格、
不吃老本的创新创造精神，
正在丰富着“省会意识”的内
涵。

□张莹

“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
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
依照本法第 4 8条规定的条
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
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
这是近日公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

中的第46条内容。对这一新
修订内容的最通俗理解就
是：音乐人对自己的作品只
有3个月的拥有权。

这样的修改草案，好像
明显不利于音乐著作权人，
很多音乐人纷纷表示质疑。
高晓松说，“这样的规定将导
致幕后创作者流失殆尽”，音

乐人小柯发表博客称“修改
草案最终形成行业‘法律性’
的垄断”。音乐著作权如此修
订，到底意欲何为？

据了解，一直以来，我国
对音乐著作权的保护，充斥
着两种声音：一为过度伤害
论。被指保护不力，导致盗版
滋生，音乐人难以为继；一为
过度保护论，制约了音乐相
关事业的发展。今年年初，太
合麦田宋柯去职，转而卖起
了烤鸭。不出唱片卖烤鸭，宋
柯卖的是音乐人的底线！与
此 同 时 ，众 多 经 营 机 构 对

“著作权法”的过度保护颇
有微辞，著作权在个人，不
经人家允许，谁也不能拿来
用！

一方面做音乐的都想卖
个好价，另一方面想买的买

不着，就干脆偷。这样的状况
维持下去，导致的后果就是，
谁都活得没有尊严！记者分
析，把著作权法修改草案认
定为“满三个月就可以不经
著作权人同意，使用其音乐
作品”，是断章取义的看法，
它 的 前 提 是“ 在 使 用 前 向
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
门申请备案；使用时指明作
者姓名、作品名称和作品出
处；使用后一个月内按照国
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
制定的标准向著作权集体
管理组织支付使用费”。此
修 改 草 案 ，意 欲 把 个 人 的
权益交于集体管理，这样便
于统筹，便于以国家法律法
规，去维护著作权人的利益，
同时跟上音乐领域市场膨胀
的需求。

不难看出，这样一来，著
作权集体管理部门的工作至
关重要，他们能不能真正去
维护音乐著作权人的利益，
是《著作权法》修改条例的关
键。2008年5月，中国音像著作
权集体管理协会在京成立，
该协会开始推进卡拉OK版
权收费工作，音乐人的作品
不 再 成 为 歌 厅 的“ 免 费 午
餐”，尽管收上来的费用只占
一定比例，但总算以集体的
力量维护了音乐人的权益。
当下，音乐从磁带时代进入

数码时代，销售渠道骤然增
多，每一个著作权人依托个
人的力量，维权也非常艰难。
在盗版与版权矛盾凸显的时
期，不规范操作形成规模，突
然把某人手里的白食抢过
来，管他们要钱，并不是那么
容易的事。“草案”把大权交
于著作权集体管理部门，并
不是让他们去挣音乐著作权
人的钱，而希望他们保护好
音乐人的权益，让他们安心
创作，以好的音乐换取美好
的生活。

如果文学能这么简单划
分的话，海明威的《老人与
海》就应该是渔业小说。

——— 作家王跃文说。

过多追求干部的年轻
化，就会造成干部队伍对工
作的不适应，同时导致群众
的不信任。

———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
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说。

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
以及统计方法的不完善，我
们的统计数据不能完全反映
城乡之间的真实收入差距水
平。

———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
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
授说。

>>声音

音乐人能否“集体维权”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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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城市竞争，结果并不取决于城市的历史荣誉和行政地位，而是看谁的观念更开放，谁的作为更主动，，谁

更能抢得发展的先机，不断开拓出发展的空间，释放出发展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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