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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电影立规

医产业顽疾

□ 李 哲

☞ 从多位“小老师”的经验来看，互联网“扫盲”，需要技巧也需要耐心

☞ 填平家庭中的“数字鸿沟”，不仅为老年人的生活带来精神和物质的双丰收，还在打破着代际隔阂

此部法律的落脚点在于“促进”

二字。降低门槛与政策支持是立法促

进电影市场发展的两大法宝

□ 陈 静

记者节，记着自己
□ 小替丹

当别人纷纷逃离战火、

躲避危险的时候，主动迎上

去的就是记者

11 月 7 日，《电影产业促进法》在翘首企盼
之中终于出台，填补了我国电影市场的立法空
白。这是整个中国文化产业中为数不多的立法
之一，无论之于电影产业还是整个文化产业，它
的诞生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谈到中国的文化产业，电影业无疑是表现
最为亮眼的那一枝。2001 年我国电影市场全
年的票房尚不足 10 亿元，赶不上如今一部热门
电影的票房收入。借助文化体制改革所释放的
红利，我国电影市场实现了奇迹般的连年高速
增长。如今，《电影产业促进法》的出台将为电
影市场再次注入一支强心剂。

顾名思义，此部法律的落脚点在于“促进”
二字。其中，降低门槛与政策支持是立法促进
电影市场发展的两大法宝。具体而言，《电影产
业促进法》取消了电影制片单位审批、《摄制电
影片许可证（单片）》审批等行政审批项目，下放
了电影片审查等多项行政审批项目，并简化了
行政审批程序，规范了电影审查标准的制定和
公开程序。在政策支持方面，法律设置了“电影
产业支持、保障”专章，从财税优惠、基金引导、
用地保障等方面给予了实打实的支持。因此，
有业内人士预期，借助法律出台的东风，电影产
业将呈现出“遍地开花”的井喷景象。

实事求是地说，在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
的靓丽外表之下，也隐藏着不少的顽疾。票房
造假、内容低俗、网络盗版、从业人员负面新闻
不断等事实早已被大众诟病已久。玉不雕不成
器,树不修不成材，想要长期保持健康快速的发
展态势，就必须给电影产业立下规矩。在规范
市场方面，《电影产业促进法》最引人拍手称快
的是对票房造假的重拳出击。法律规定，制造
虚假交易、虚报瞒报销售收入等行为最高将受
到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惩治，情
节特别严重的，甚至会被吊销许可证。此外，法
律对演员、导演等电影从业人员设定了法律和
道德的底线，并对违法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
责任。约束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秩序的规范将
有效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促使电影产
业的竞争重回正常轨道，使得从业人员能够更
多地把精力放在生产优秀内容之上。

作为文化市场的一支力量，产业属性从来
就不是电影的唯一属性，唯有兼顾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才是电影行业应有的追求。此次电
影立法，在维护观众权益、维护文化安全等方面
做出了有力规定。例如，《电影产业促进法》明
确规定了电影院的电影放映质量保证责任、广
告播放时间限制和观众安全健康保障责任，明
确要求将农村电影公益放映纳入农村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规划。通过这些措施，法律有效
保障了公民的文化权益。与此同时，维护文化
安全、保护国产电影、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也是本法的一大宗旨。法律明确禁止影片含有
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危害国家安全、危害
社会公德等内容，并通过明确规定电影院放映
国产电影的比例要求，更好地加强中国文化和
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度。

虽然《电影产业促进法》《文物保护法》《著
作权法》等几部法律已经出台，但目前我国文化
领域的立法还比较欠缺，文化领域内一些重要
的法律制度尚未建立，主要还是依靠政府的行
政法规、规章甚至是规范性文件来填补，这种状
况在实践中造成了不少矛盾和问题。有专家曾
提出，如何在保持文化活力和社会弹性的同时，
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保
障公民文化权利？这些都必须通过文化立法来
实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电影第一法
——《电影产业促进法》的出台获得了文化界空
前的关注与好评。人们感受到了文化领域法治
建设的速度在加快，脚步更坚实。然而，在兴奋
的同时，我们依然要看到，我国文化立法空白点
尚多，诸多文化领域尤其是新兴文化领域仍无
法可依，有些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存在冲突
等。因此，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当下，希望

《电影产业促进法》的出台能够为文化立法开一
个好头，推进文化领域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你的父母玩微信吗？会网购吗？能
用打车软件叫车，用 12306 买火车票吗？
再上一代呢？随着数字生活日渐渗透进
每一个角落，“数字鸿沟”不止出现在城
乡、东西部之间，也出现在一个家庭中的

“低头族”和“银发族”之间。
日前发布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

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5 年，仅
有 5.0%的老年人经常上网，在城镇老年人
中这一比例为 9.1%，城镇低龄老年人经常
上网的比例也只有 12.7%。即使有机会接
触网络，武汉大学发布的一份《中老年人
使用互联网情况调查报告》中的数据显
示，约 33.3%的老人常在上网时遇到困难，
偶尔遇到困难的占 51.7%，两者相加也超
过八成。

网络带给老年人什么样的变化？“银
发族”触网为什么难？年青一代到底该以
怎样的方式知识反哺？

没被时代落下

“这个月我要出两趟门，都是因为网
络促成的。”河北省石家庄市 66 岁的退休
公务员陈秋平难掩语气中的兴奋。“我当
了 20 多年兵，战友在全国各地，因为有了
微信群，好多多年失去联系的战友都联系
上了。大家相约 10 月中旬一起在北京聚
会，下旬我还要和另一拨战友回过去在陕
西的部队大院看看。”和女儿一样，现在陈
秋平走到哪里，也先问 WiFi 密码。

以微信、手机 QQ、微博等为代表的即
时通讯应用改变了不少老年人的人际交
往方式，让已经退休的他们有了更大的交
际圈子。对另一些老年人来说，移动互联
网则成了最好的生活助手。四川省成都
市 65 岁的退休教师吴舒珍曾经站在超市
收款台旁边，让女儿用电话“遥控”她装上
了支付宝钱包，“不服气啰，怎么人家拿手
机付就能‘满 88 减 50’”。从此一发不可
收拾。今年“双 11”前，吴阿姨的淘宝购物
车里已经“装”上了 2000 多元钱的商品。

“我还把价钱都抄在本子上了，看看到时
候哪些真打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
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坦言：“过去老
年人上网是赶时髦，而现在不接触网络，
生活就会有很多不便。”

填平家庭中的“数字鸿沟”，不仅为老
年人的生活带来精神和物质的双丰收，还
在打破着代际隔阂。上海一家手机游戏公
司的策划乔磊正是受益者，“去年给我爸妈
买的智能手机是我这辈子买的最对的东
西！父母都退休了，平时没什么机会接触
年轻人。现在我爸迷上了在微博上刷新
闻，还给我妈看网友们的评论，自己有时候
还和人家辩论。网络交流都是平等的，他
们也终于慢慢了解，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主
流的价值观。至少我妈现在不使劲儿催着
我结婚了！”乔磊大笑起来。

“学会上网，不止开阔眼界、方便生
活、调整心态，更重要的是，你会觉得自己
还在跟着大部分人一起了解、接受和适应
新变化，你没有被这个时代远远地落下。”
吴舒珍颇为感慨。

“扫盲”的法宝

网络对老年人生活和心态的巨大改
变显而易见，但如何帮助他们真正跨过这

道坎？从多位“小老师”的经验来看，互联
网“扫盲”，需要技巧也需要耐心。

“教父母简直像是教小朋友，他们不
像我们从电脑过渡到手机，而是从一片空
白学起。”乔磊表示，在他看来，老年人对

“触网”的畏难情绪其实更是对数字生活
的各种“心里没底”。“比如我妈一开始老
觉得智能手机会被她玩坏了，我就特意当
着她给自己的手机恢复了一次出厂设置，
告诉她就算应用或者系统出了问题，大不
了恢复一下。”

在北京一家出版社担任网络工程师
的 岳 小 龙 则 表 示 ，他 的 诀 窍 是 不 断 鼓
励。“我父母拿微信给朋友们传个照片，或
者在点评网上结个账，我都会夸奖半天他
们‘特别厉害’‘比年轻人还会玩’，他们自
我感觉良好，才更有继续学习的动力。”他
还告诉记者，教父母上网一定不能怕麻
烦 ，“ 我 父 母 在 外 地 ，我 就 把 包 括 登 录
WiFi、网购、添加微信好友之类的常用操
作，都在本子上写了流程。有时候他们不
知道怎么操作，我就让他们打开视频，看
着他们的手机一步一步远程指挥。”

不过，对于低龄老年人来说，掌握上
网技巧相对容易，而那些七八十岁的老年
人，则还要面对诸如看不清、听不见等生
理“门槛”。“所以在手机上也要做一些方
便他们的设置。幸好现在的国产安卓手
机大部分都有一个简单模式，进入这个模
式，字号和声音都会变大，常用应用会变
成一个个卡片，特别直观。”33 岁的上海公
司职员马小曼说，就是靠着这个模式，她
甚至把 89 岁的奶奶拖进了亲戚们的手机
QQ 群。“奶奶不会打字，但是能发语音，每
天都和我们聊几句。”

和功能机时代的“老人机”一样，老年
人 市 场 同 样 也 引 起 智 能 手 机 厂 商 的 兴
趣。以老年人智能手机作为自己创业项
目的彩石手机 CEO 江育智坦言，随着智能
手机市场的饱和，细分市场被视为新的蓝

海。“但老人智能机不能想当然，要真正考
虑他们的需求。”江育智表示，他们曾计划在
手机上做SOS紧急呼救按钮，但是通过调研
发现，真正出现紧急情况的老人要么无力去
操作紧急呼救，要么根本就没想到去用这个
紧急呼救，而是直接打电话或者喊人。

在子女的知识反哺和终端厂商的研发
之外，专家们也认为，提升老年人的上网技
能，还需要社会的多方面合力。中国老龄
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建议，老年人
适应互联网生活应从“退前教育”开始。相
关部门应该对退休职工进行互联网新技能
的培训，以便职工退休后能够更好地适应
数字化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可以通过社区
街道、图书馆、社会组织等针对老年人开设
知识课堂，教老年人如何使用互联网。“老
年大学、社区教育试验区、老年类期刊和报
纸，这些都可以成为帮助老年人获取互联
网应用知识与技能的途径。”

过好安全这一关

“好不容易教会父母用微信，紧接着
伪科学、谣言和心灵鸡汤就来了。‘今年二
月 属 虎 的 有 一 难 ’‘ 虾 蟹 类 忌 与 水 果 同
吃’‘智慧女人语录’，每天给你发好几条；
好不容易教会父母去网购，接下来就更担
心了，误上了钓鱼网站怎么办？信息泄露
遭遇电信诈骗怎么办？这真是走过一山
又一山。”岳小龙的话代表了不少年青一
代的心声。

对于老一辈在网络信息大潮中的“迷
失”，知乎网友“断桥”在其专栏“忽悠的原
理与技巧”中分析说，“他们经历过长期的
信息匮乏，因此对各类能消磨时间的故事
津津有味，并不介意是否编造，对无效信
息有着更大的容忍程度。更重要的是，老
一辈严重缺乏对网络舆论的了解，不知道
信息的制造者是谁，目的是什么，常见手

段又是什么。”
“最有效的方式恐怕是，帮助他们建

立一种更有效率的获取有效信息的方式，
至少可以隔一段时间就给他们清理一下
他们关注的奇奇怪怪的公众账号，再给他
们关注一些靠点谱的公众号。比如我就
给我爸关注了‘果壳网’和‘科学松鼠会’，
还给他装了知乎的 APP，感觉现在清净多
了。”马小曼表示。

而网络安全的威胁则更加危险。据
广州警方最新统计,中老年人(45 岁以上)
遭遇电话诈骗的案件占电话诈骗总发案
数的六成，《我国公众网络安全意识调查
报告》显示，60 岁以上老人在遭遇网络诈
骗 时“ 不 知 道 如 何 处 理 ”的 比 例 高 达
34.08%。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
情报研究所所长洪京一表示：“老年人安
全事件处理能力和对法律法规了解程度
急需提升。”

互联网安全厂商 360 安全专家万仁
国认为，老年人群体虽然阅历丰富，但相
比年轻时候，与社会接触的频率和机会大
大降低，思维不再敏锐，防骗意识下降。
年青一代要和老一辈人多联系，时刻了解
动态，给老年人普及这样的观念，“不轻
信、不透露、不转账、不汇款”。此外，他还
建议，给老年人安装手机安全管理软件也
可以帮助用户最大限度避免电信诈骗的
危害。“主流安全管理软件基本都可以自
动识别电话号码是否为诈骗电话，并根据
需要拦截，老人便可以对陌生来电有提前
判断和预警。”

11月8日，记者节。
不是旁人提醒，我觉得同样奔波的日

子没有什么不同。
孩子问什么是记者？是不是风风光光

的“无冕之王”？我说，当别人纷纷逃离战
火、躲避危险的时候，主动迎上去的就是记

者。国际社会统计过，和平年代，兼具牺牲
最多寿命最短挣得最少的高危职业，就是
记者。

不像别人所说的“幸运地加入了这一
群”，家人眼中,你晨昏颠倒，昼夜待命，对
老难帮忙对小缺陪伴。看着你头缠纱布
依然采访，节假日反而最忙，你到底是组
建了家庭还是嫁给了工作？你说，这社会
总有美与善的渴望，盛满了让人或激动或
感动的故事，值得记录与传播，值得流泪
与歌唱。其实，你自己正是这样的人啊。
因你的一支笔、一个话筒，公众看到了不
被遮蔽的真相，感到了良知胸膛的温暖。

看不到，你被威胁被伤害的幕后心酸；看
不到，每一篇舆论监督稿子所顶住的压
力。家人看到的你，不断新增的白发，不
再铿锵矫健的步履。

路上奔跑的你啊，捧出心中所有的爱
与关注，洒向偏远贫瘠之地，洒向可敬可爱
之人。记录别人，唯独，忘了自己。忘了早
饭，忘了生日，忘了休息，忘了万物生存最
根本的准则——对自己好一些。看看你们
的体检表吧，九成以上处于亚健康状态。
你说没办法呀，新的竞争让媒体的日子每
天如打仗，迫使你五十好几还要练新传媒
全武行。在受众视听读习惯乾坤大挪移的

背景下，要为社会多提供原创力、正能量。
在假新闻、“封口费”轰击你的职业操守时，
你的并不伟岸的理想依然迎风飞扬，羽毛
洁白。以你的行动言说，总有一些坚持大
于诱惑、高于生计，总有一些火种埋在心底
长燃不熄。关于公平与正义，关于良知与
希望，那是流淌在心底的清泉。

你不断挖掘高尚，纵使身处其中亦浑
然未觉。你自感太过普通，纵使你的努力
汇成了或大或小的改变力量。你的快乐是
那么简单，一枚证书足矣。

千百人你都爱过，可曾记着自己？当
你疲惫的时候，当你夜不能寐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