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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 日是《成都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第一天。
垃圾分类真的来啦！在成都，生
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垃
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
如果没有按《条例》规定，未在指
定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
管理责任人进行劝阻；对拒不听
从劝阻的，管理责任人应当向城
市管理部门报告，由城市管理部
门给予书面警告；再次违反规定
的，处以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
罚款。

在全国多个城市先行先试
之后，“垃圾分类”政策正式在
成都落地。相比于上海等首批
试点城市的探路性质，成都此
番可谓是有备而来。对于成都
来说，先行者的实践样本和正
负经验，是至关重要、极具参照
价值的。我们看到，在“垃圾类
型划定”“硬件设置”“流程梳

理”等等技术细节方面，成都方
面均给出了细致而务实的安
排，这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波折、
强化了实效。

众所周知，垃圾分类意义重
大。现代城市，每日都在产生大
量的垃圾。传统模式下，无论是
采取填满、焚烧还是其他“处理
办法”，都不可避免会给环境造
成巨大负荷、给生态造成破坏与
威胁。而除此以外，也应该意识
到 ，“ 垃 圾 是 放 错 地 方 的 资
源”。做好垃圾分类，就是做好
资源回收和再利用，这对于绿色
发展、永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基础工程。

推进垃圾分类，势在必行。
推进垃圾分类，从来不会容易。
特别是在政策起步阶段，在习惯
养成的初期，更是如此！正是意
识到了可能的困难，成都在各方
面均做了充分准备。比如说，紧

紧抓住此前的地方立法等关键
节点，进行了广泛的科普宣传、
舆论动员。一段时间的“预期引
导”之后，广大市民的心理准
备、知识准备和技能准备，已大
致到位。

然而也必须承认，对于任何
城市而言，“从无到有”实施垃圾
分类，都是一项庞杂琐碎的系统
工程。刚开始，有一些疏漏之
处，在所难免。成都垃圾分类正
式实施，但在一些小区，分类垃
圾桶的摆放仍流于形式；此外，
由于线下落地宣传、社区渗透教
育的不足，一些老年市民仍然对

“垃圾分类”一头雾水……凡此
种种，针对暴露出的问题，都当
及时回应、一一解决才是。说到
底，实现垃圾分类绝非是一蹴而
就“毕其功于一役”，而是要时时
完善、动态调适，在不断改进中
达致理想状态。

整治网剧控评
捍卫影视市场公平竞争

□楷隶

近 日 ，有 网 友 在 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
网上留言咨询：电视剧
控评是否合法？电视剧
只留虚假的好的评价，
完全不顾事实，自己发
些客观的评价弹幕过不
了多久就会被删除。随
后，价格监督检查和反
不正当竞争局回应网友
称，您反映的情况涉嫌
违 反《反 不 正 当 竞 争
法》。 （中新社）

控评、刷分、播放量
造假，已经成为很多新剧
标配的“三件套”。此前，
某些网剧动辄播放量数
百亿，假得离谱，贻笑大
方；此外，还有一些制作
方，惯于组织水军、粉丝
去 豆 瓣 等 平 台 五 星 刷
分。但往往是高开低走，
最终翻车；与之相较，所
谓的删帖控评，则做得要
隐蔽得多。凡是负面评
价弹幕就悄悄删除，貌似
神不知鬼不觉，只是长此
以往，还是难免会激起观
众怨愤反弹。

按理来说，制播分离
的机制下，电视剧的制作
方和播放平台分属两方，
制作方是无法去视频网
站“控评”才是。但实际
情况，却并非如此。很多
网站删起电视剧差评来，
比什么都积极。之所以
如此，其实有两个原因。
一者，近年来不少视频网
站频频推出自制剧，制播
一体的格局下，“控评”更
是手起刀落；再者，在资
本合作、对赌协议、流量
广告等因素的影响下，平
台和制作方客观上已成
利益同盟，“控评”自然不
在话下。

按照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的说法，电视
剧控评“涉嫌违反《反不
正当竞争法》”。这是很
好理解的：“控评”阻碍
了受众的表达，影响了
收视反馈的正常呈现，
由此所造成的信息失真
很可能给后续观众的收
看、消费造成误导，这对
于其他的电视剧是不公
平的。现实中，一些平
台 动 辄 以“ 恶 意 差 评 ”

“被投诉删帖”等由头行
“控评”之实，这些都是
有待甄别、严肃整治的。

只有充分表达形成
客观、开放的意见市场，
电视剧的优胜劣汰才有
实现的可能性。整治刷
量控评行为，迫在眉睫。
这既是维护公众权利，也
是净化行业生态。

稀土卖出“土”价？
宝贵资源

绝不能无序开采
□谭浩俊

3 月 1 日，在国务院新闻
办 公 室 举 行 的 新 闻 发 布 会
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
庆表示，中国稀土没卖出“稀”
的价格，卖出了“土”的价格，
就是因为恶性竞争、竞相压
价，使得这种宝贵的资源浪
费掉了。

我国是稀土的主要产出
国，却因为种种原因，卖的价
格很低。实际上，像美国等国
家，也有大量的稀土可以开采
却不开采，就是因为中国的稀
土卖得太便宜，他们开采的稀
土，不仅价格高，而且想通过
让中国多开采稀土，待中国的
稀土开采快要完毕了，他们的
稀土就值钱了。可是，我们的
很多地方，只知道眼前利益，
随意开采稀土，造成极大的资
源浪费。

今年1月，工信部发布《稀
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旨在加强对稀土的开发与管
理，应当说还是非常及时的，
也可以认为是亡羊补牢吧。

更重要的是，稀土资源开
采必须纳入到国家整体开采
的范畴之内，谁也不能无序开
采。如果无序开采，就要以破
坏国家自然资源追究其法律
责任。而且，对稀土出口，必
须由国家定价，低于国家定价
的，予以处罚。

近年来，铁矿石价格持续
上涨，中国每年因为铁矿石价
格上涨造成的损失很大。但
是，比铁矿石更加稀有、更加
珍贵的稀土，却一直以很低的
价格在出口，原因就在于国内
稀土开采企业之间的恶性竞
争。一味降价的结果，就是最
终让国家利益遭受极大损失。

有关方面必须对稀土开
采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
摸底，检查一下各家企业都是
如何开采、如何定价、如何销
售的，是否存在野蛮开采现
象，有没有低价倾销，保护资
源的行为如何，安全生产情况
怎样，等等。在此基础上，依
据正在征求意见的稀土管理
条例，制定稀土开发规划、定
价办法、出口办法等，绝不能
再像现在这样开采，且必须控
制开采规模，防止无序开采、
无限开采。

有计划地开采稀土，也是
对环境的保护。虽然中国是
稀土的主要产出国，需要为全
球稀土需求提供帮助，但是，
也绝不能无序开采，不能低价
销售，必须通过价格杠杆，保
护稀土资源。相关国家也要
自行开发稀土，而不能放着自
家的稀土不开采，专门使用中
国的低价稀土。全球化，当然
要各国都全球化，而不只是部
分国家。 据北京青年报

江苏足球俱乐部 2 月 28 日
宣布停止运营，上赛季中超冠军
基本无缘新赛季准入。看似匪
夷所思、令人震惊，却又有尘埃
落定之感。毕竟，过去几个月里
中国足球俱乐部艰难求生的故
事屡见不鲜：从天津到重庆、从
河南到河北，这还不算苦苦挣扎
的多支中甲、中乙俱乐部。

中国足球怎么了？
时间拉回到五年前，苏宁

集团刚接手俱乐部时，中超正
身处蒙眼狂奔的时代。转播版
权卖出天价，各家俱乐部花钱
如流水，大牌球员、主教练纷至
沓来，中国迅速成为世界足坛
的淘金乐园。几年来，苏宁大
手笔投入，引入特谢拉、拉米雷
斯等高水平球员，球队战绩也
一直处于中超前列，上赛季还拿
到中超冠军。

金元足球攻势下的中超，
客观上说观赏度大大提高，但
其带来的副作用也十分明显。
球员飞涨的薪水成为俱乐部运
营支出的“大头”，严重缺乏造
血能力让俱乐部收支极不均
衡 。 数 据 显 示 ，中 超 俱 乐 部
2018 年平均收入为 6.86 亿元，
平均支出 11.26 亿元，平均亏损

4.4 亿元。同时，国家队战绩每
况愈下，中超被认为是虚假繁
荣，并无利于中国足球水平的真
正提高。

正是看到了金元足球的不
可持续性，近年来中国足协推出
一系列限薪举措，得到俱乐部的
广泛支持，堪称有针对性的自医
之举。但沉疴难以速愈，2020
年有多达16支职业俱乐部退出
中国足坛，其中包括辽宁这样的
老牌球队。

当然，俱乐部的“进”或“退”
本身也是市场规律的一部分。
近两年来世界经济大环境紧张，
再叠加新冠肺炎疫情，足球投资
人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其中不乏
遭遇经营困境者。以江苏为例，
俱乐部投资方是江苏苏宁，苏宁
集团董事长张近东今年初就表
示要聚焦零售主赛道，主动做减
法，“该关的关，该砍的砍”。其
上市公司苏宁易购 2020 年公告
业绩亏损，此后又宣布停牌筹划
控制权变更事项。

无论是江苏还是辗转求生
的天津、河南、河北队，在同一个
时间节点爆发危机或有偶然，但
盲目投资、无限输血的狂欢泡沫
终有破灭的一天。正如去年初

退出的足球投资人孟永强所言：
“投入和产出严重失衡，大多数
投资人靠情怀和幻想政府支持
在坚持，可现实很残酷，总会有
坚持不住的时候。”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
追。目前看，短期阵痛不可避
免，眼下最重要的是能在阵痛
期内挤掉脓包，重装再出发，
而不是深陷迷茫或懊悔。《中
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早
已为中国足球勾勒出振兴之
路，当非理性的盲目发展被证
伪，中超需要尽快回到正轨之
中。制定更科学的俱乐部财
务管理制度，推动俱乐部股权
结构多元化，切实降低俱乐部
无意义的高成本支出，改善联
赛运营环境和水平，鼓励投入
青训，提高俱乐部造血能力，都
是能让俱乐部实现长期可持续
发展的“手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泡沫早
些破掉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中
国职业足球在高速野蛮生长后
迎 来 了 自 己 的 第 一 个“ 分 水
岭”。尊重足球规律，尊重市场
规律，坚持青训，久久为功，中国
足球终将迎来真正的黄金期和
收获季。 据新华每日电讯

学生不服从管理，扰乱课堂
秩序，老师能不能管？怎么管？
3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小学教育
惩戒规则（试行）》，对这些问题

作出回答，为教师动用“戒尺”划
定了边界和红线。一方面赋予
教师合理惩戒权，另一方面也为
教师正确行使惩戒明确规范，说

到底，惩戒不是目的，育人才是
根本。让惩戒有尺度，让教育有
温度，方能助力孩子们健康成
长。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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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 锐 评 成都垃圾分类正式实施
在细节打磨中平稳起步

□蒋璟璟

麻 辣 观 点

中超冠军或无缘新赛季，刺破了中国足球的泡沫？
□王恒志

微 评 论

惩戒有尺度，教育有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