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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在借金色大厅“镀金”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维也纳金色大厅曾经是一
个让国人仰望的音乐圣殿，而
现在再提到这个地方，很多人
首先想到的是“镀金”。这些年
中国音乐人络绎不绝的自娱自
乐，已经让金色大厅成色大减。
宋祖英作为第一个进入金色大
厅演出的中国民歌歌手，日前
在全国政协文艺界别分组讨论
时也无奈地将中国演出团队在
金色大厅的表现称为“灾难”。

中国音乐人为何对金色大
厅情有独钟？说起来也简单，无
非是觉得维也纳是闻名世界的
音乐之都，而金色大厅又是维
也纳爱乐乐团常年演出的场
地。宋祖英在金色大厅的成功
演出，让很多人看到了榜样。如
果金色大厅能成为一个艺术标
杆，激发起中国音乐人更大的
努力，也无可厚非，但实际情况
是，金色大厅没有艺术标准的
门槛，只要付得起场租，任何人
都能到那里演出。花上两三万

欧元，回国就可以在简历上增
加一行令身价倍增的演出经
历，这对很多音乐人来说都是
非常划算的。当然，演出场地没
有门槛，不等于维也纳的观众
没有品位。一些缺乏水准的演
出，在当地送票都无人问津。虽
然很多演出都是在“垃圾时间”
进行的，但是把金色大厅当卡
拉OK包间的做派终究是有辱
斯文的，即便是承租方都觉得
尴尬，只是搞不清中国各路演
出团体的虚实，不好一一拒绝。

中国演出团队在金色大厅
“好戏连台”，看上去只是一些
音乐人在艺术上的“投机”，背
后却有一些管理部门为之牵线
搭桥、推波助澜，并将这种文化

“走出去”当做政绩，这其实也
是一种投机。正因为彼此有需
要，互相推动，才造就了中国音
乐在金色大厅的畸形繁荣。这
种无视观众、不看市场的演出，
既是艺术资源的浪费，也是对
国家形象的损害。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

强，我们越来越重视文化“走出
去”，并将其视为提升国家文化
软实力的举措。文化“走出去”
不仅能助推文化产业的发展，
还有利于塑造国家文化形象。
好莱坞大片和影视剧“韩流”的
成功，都值得我们的艺术工作者
去借鉴。文化“走出去”有很多种
方式，但要获得成功必须遵循市
场的规律和文化传播的规律。金
钱铺路，自娱自乐，这种方式不但
无益于文化“走出去”，反而会自
断门路，最终毁掉的将是中国音
乐艺术的品牌，就像一些伪劣产
品在海外市场给“中国制造”带
来的负面影响。

要制止这种已经蔓延的
“灾难”，寄希望于金色大厅的
艺术审核不太现实，必须让更
多的国人了解各种“金色大厅”
的真相，不给投机者提供获利
的空间。更重要的则是增强国
人的文化自信，去除对艺术消
费的崇洋心理。不然，“金色大
厅”之外还有很多可以“镀金”
的地方。

□本报评论员 崔滨

尽管已经是全球第一的计
算机生产商掌舵人，全国政协
委员、联想集团董事会主席杨
元庆也不敢保证自己的个人信
息不会在网上泄露。于是，在全
国两会这个定调中国未来发展
的场合，杨元庆和许多科技界
人士一起，表达了他们对于移
动互联时代的公民个人信息权
保护的关注。

公民个人信息的价值无需
赘言，之所以会出现与此相关
的黑色产业链，关键还是在于
其中包含的经济利益。如何保
障信息安全，如何让人们在享
受便利服务的同时解除后顾之
忧，值得相关职能部门以及互
联网服务提供商深思。唯有建
立起严密的法律体系，加强对
信息安全的保护，才能让互联
网金融等新科技更好地为普通
居民的生活创造便利。

现实中的信息安全状况是
不容乐观的。中国互联网协会

的统计信息显示，全国65 . 5%的
网站存在安全漏洞，过去一年
中国网民在网上的损失接近
1500亿元。非法获取和买卖个人
信息已经严重威胁公民财产安
全乃至社会秩序，公民个人信
息保护问题亟待解决。

对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来
说，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为他们
获取商业利益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时下广受追捧的余额宝、理
财通等互联网金融产品，就吸引
了亿万用户将自己最为重要的
银行账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
主动提供给了商家。面对消费者
如此的信任，互联网服务供应商
应该珍惜自己的羽毛，保证用户
信息的安全，唯有如此才能换来
长远的经济回报。

当然，单方面希望互联网
企业提升社会责任感是远远不
够的，要想解决个人信息泄露

“顽疾”，最终还应回归法治轨
道。以专门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的法律法规为核心，形成“政府
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

立体保护伞，健全监督约束机
制。既要打击泄露公民信息的
行为，更应全程监控收集、使用
和披露公民信息的行为，从源
头上堵住漏洞。

眼下，相关职能部门应该
认识到信息安全问题的紧迫
性，并做出积极的行动。在信息
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如果无
法编织起一张安全网，人们出
于对个人信息遭泄露的恐惧，
很可能对互联网金融等诸多依
赖个人信息的新事物、新技术
避而远之。这不仅会阻碍人们
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还有可
能对整个国家相关科技的发展
带来负面影响。

总之，一旦信息安全成了
短板，无论对个人、对企业还是
对整个社会，都是巨大的隐患。
保护信息安全既是杨元庆等互
联网从业者的诉求，也应当成
为全社会的共识。

别让信息安全拖了发展的后腿

市长们除了关心人事、财税问
题，就是关心城市建设，而城市建设
就是拆了建、建了拆。

在全国政协委员、住建部原副部
长郭允冲看来，要想做好节能减排，
还得从根源上改变“拆建GDP”的观
念，降低高耗能高污染等能源原材料
的消耗，尽快调整产业结构。

保障房建成了，供水供电却没
有人管，协调会开了163次。会有人
开，饭有人吃，开完会后拍拍屁股走
人，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如今，盖
好的保障房只能给蚊子住！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新
开工保障房700万套以上，对此，全
国政协委员、深圳市香缤投资集团
董事长许明金表示，政府建设保障
房是为老百姓服务，建成多少套不
重要，重要的是建成后能使用。

稍微有点名气的医生每天要看
50个病人，患者看病像打仗，排队3

钟头，看病3分钟，这样医患关系不
可能改善。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
士钟南山10日在两会新闻中心举行
的“人大代表依法履职”记者会上
说，医改最核心的是要解决看病贵、
看病难，改善医患关系，调动医务人
员积极性三大问题。现在很多问题
出现在大医院，医改要让公立医院
真正公立，真正公益。

葛一语中的

中国演出团队在金色大厅“好戏连台”，背后有一些管理部门为之牵线搭桥、推波助

澜，并将这种文化“走出去”当做政绩。这既是艺术资源的浪费，也是对国家形象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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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两会观察

如果无法编织起一张安全网，人们出于对个人信息遭泄露的恐惧，很可能对诸多新事
物、新技术避而远之。这不仅会阻碍人们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还有可能对整个国家相关
科技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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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高校行政化被视为
阻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毒瘤，一
些高校也有过去行政化的探索，但
都难言成功。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
传出好消息：要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
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
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
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
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
级别。这预示着高校去行政化已由民
间提议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高校去
行政化须由自上而下推动而非相
反，这一点从南科大实践的步履维
艰即可窥见一斑。眼下中央方针已
定，接下来要在去行政化方面破题，

“乌纱”的问题不容回避。具体来说，
校长们的行政级别还要不要？院长、
系主任和各级干部的行政级别还保
不保留？这个问题不解决，高校去行
政化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要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当然很
难，但这恰是改革的意义所在。公款
吃喝一度被认为是没法管的，如今
随着转作风的深入已较之从前大为
改观；公务员收入的一些灰色地带
亦曾被认为是动不得的，如今也被
大幅挤压……当初一些在人们眼中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今都被“拿
下”，高校去行政化改革题中之义的

“摘乌纱行动”，也该早些到来。(摘
自《晶报》，作者彭建)

葛媒体视点

高校去行政化

需先摘“乌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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