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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 A15

! ! ! !读了新民晚报 ! 月 " 日

文体新闻版上关于央视!"百家

讲坛#为何风光不再$和马上评

!谁让讲师走下%神坛&$后'我

觉得更应该弄清的是' 谁让讲

师走上%神坛&(

我也是一个电视工作者'

在创办这样那样栏目的过程

中'虽然也强调质量第一'其实

首要考虑的是收视率' 因为收

视率就是经济效益( 只有收视

率高了'才会吸引广告商(为了

提高收视率'一是炒作'二是利

用名人明星效应' 三是投观众

所好'四是在表演上下功夫(这

些方面重视了' 栏目也就成功

了(至于质量问题'也就必然忽

视了(不用说%百家讲坛&'就是

一些大型征婚节目' 大型综艺

节目)娱乐节目'也是这样一种

模式( "百家讲坛&中走红的讲

师'确实具有较高的学识水平'

但并非是这些领域里的学科带

头人' 只是因为他们有演讲的

才能'善于在讲坛上表演'加上

栏目的炒作' 成功地把他们捧

上了"神坛&( 但由于他们擅长

讲的故事会逐步模式化和枯燥

起来'表演手法也是老一套'栏

目对他们也找不到新的炒作

点'走下"神坛&也就不可避免(

因此' 要让一个电视栏目

长盛不衰'必须跳出收视率)创

收)炒作的禁锢'始终在质量和

创新上下功夫(央视的!新闻联

播$)!焦点访谈$等栏目为什么

长盛不衰' 原因就在于他们始

终坚持质量第一( 有人说电视

是俗文化' 俗文化更应该做到

质量第一'而不是只迎合口味'

把通俗变成庸俗(

———读者 吴文元

谁让讲师
走上!神坛"

! ! ! ! !月 #日贵报 $%&版!为

真诚道歉点赞$ 一文写得好极

了* 文章用简练的语言恰如其

分地评述了韩雪的两次道歉'

尤其对第二次道歉作了充分的

肯定'笔者非常赞赏(韩雪在医

方处置不当的情况下' 最终为

一句粗口做出真诚的道歉确实

难能可贵( 作为患者倘若在医

患之间发生纠纷时能控制情

绪'理智对待'沉着应对'医患

矛盾势必会大大缓解(

文章真切地希望医方不要

保持沉默' 也应该就处置不当

的地方表示道歉' 这是非常必

要的(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到进一步提高医疗技术) 加强

医德修养也是非常重要的( 倘

若如此' 医患关系就会进一步

改善' 暴力袭医事件想必会得

到有效的控制'一个体谅对方)

相互理解) 温馨和谐的医疗氛

围还会远吗+

———读者 金明

本报记者 陆常青 整理

营造良好的
医患关系

! ! ! !工信部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工信部总工程师张峰在会上表示，
工信部将强化定期跟踪督查机制，
督促企业按照承诺，务必落实全年
网络提速任务，年底前实现手机流
量和固定宽带单位带宽平均资费
水平都同比下降 "#$。

距离总理号召提速降费已经
一月有余，但公众期盼的优惠政策
却迟迟未来，对工信部的最新表
态，网友们也是喜忧参半，有网友
表态支持工信部，认为很务实，但
也有网友担心这会不会给运营商
更多拖延和玩文字游戏的机会。本
报为此专门推出了民调，截至今日
%#时，共有 %%"!位网友通过新民
晚报 &''、新民网、新民晚报新民
网官方微博等平台参与了关于此
事件的“新民调”。

本次调查中，有逾二成
（(%)*+）的网友表态支持工信部，
认为“垄断价格该降”。一位北京网
友表示：“务实，降费提速来真的。”
另一位农民网友也表示：“希望能
真正降网费，不要让人民等久了。
农民的发展也离不开网络。”

但更多网友（",-*$）却担心
“平均？不会又是文字游戏吧。”网
友“云淡风清 .,,”认为工信部的

最新表态是“说说而已，能降多
少？”网友“过眼烟云的日月”则根
据过往经验判断：“平均资费水平
同步下降，又在玩文字游戏了。提
速看不见摸不着，每次提速后并不

见得网速加快，降价就没有过。”网
友“幸福可乐家族”甚至还“帮”运
营商设计了只满足高端用户的“改
革方案”：“这个分分钟就做得到，
还用年底。例如：移动把 (**元以

上套餐的通话、流量翻倍，给你来
个平均价格下跌。”

同时，也有逾二成网友
（(#-*+）则表态反对，质疑“为什
么要拖到年底？”网友“奥/芭玛
0!!%,0,1((”就问道：“为啥要到年
底呢？上次总理不是下令了吗？”

此外，还有近二成（%1-!$）的
网友认为提速降价难点在于“缺竞
争只好年年挤牙膏”。网友“清风三
叶”一针见血指出：“动了三大运营
商的奶酪，提速降费难！！！”网友
“茂林”则盼望通过打破垄断来倒
逼运营商降价：“大门敞开，欢迎世
界各国的电信运营商，届时自然水
到渠成，还用国家督促？！”
从本次调查看，网友对工信部

落实总理提速降价要求的执行力
尚不满意，对这一惠民措施会否被
运营商的文字游戏消解也疑虑重
重。要打消这些疑虑，一方面需要
工信部细化运营商监管，对普通消
费者的资费套餐能否既提速又降
价应有更明确承诺。另一方面，也
需要创造条件，进一步强化运营商
之间的市场竞争，并通过引入更多
市场参与者来破解电信市场垄断
格局。

新民晚报新民网 沈小栋

新民调

网费降三成 但愿不再是文字游戏

! ! ! !从去年夏天汇聚上海越剧院
%%台演出的越剧嘉年华，到今年上
半年连演 (#场的越剧《甄嬛》，再到
目前将持续一个多月、聚集了江浙
沪闽越剧院团 ""台大戏的的越剧
嘉年华，这一年来上海越剧演出市
场一次次的大动作不仅是上海越剧
界试水市场、助推越剧演出市场“扩
容”的尝试，也一次次展示了上海越
剧观众的强劲“战斗力”。昨天本报
刊出《越迷撑起“越剧嘉年华”一片
天》等系列文章，剖析“越迷”这一在
戏曲界大名鼎鼎的群体，引起读者
关注和热议。有读者认为“追星难免
过激”“真爱总有偏袒”，部分越迷的
过激行为也是出于对越剧的热爱，
不必苟责。但也有读者认为部分过

激的越迷就是戏曲界的“脑残粉”。

又爱又怕
现在说起越迷，往往让人联想

到这样一个群体：买起票来“一掷千
金”，在剧场里只为自己的偶像鼓
掌、叫好，在演出时“豪迈”地把祝贺
花篮堆满逸夫舞台小小的前厅，动
不动就与别的“阵营”的越迷发生语
言甚至肢体冲突……总之是那么一
个说起来总是让别的剧种眼热、却
实际上又让剧场工作人员紧张的群
体。其实越迷的群体相当丰富多彩，
这些“标志性”的越迷未必能代表越
迷的主流。电视台的编导轻云表示：
“我自己就是中学时代看越剧，开始
喜欢上传统文化的，可以说是影响
到我的职业选择。我知道有个华怡
青的戏迷，曾经给她写过很多年的
信。还有尹小芳的戏迷，有好几个，
尹小芳这么多年不唱戏了，他们还

是一直在照顾她的生活。”

不离不弃
戏迷是戏曲界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只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戏曲
渐渐边缘化后，戏曲院团的生存来
源从市场票房慢慢转移到政府补
贴，戏迷的重要性也就日渐被取代
了。大量完全不以演出市场为目标所
谓“获奖戏”的出现，更使得不少戏迷
对院团、甚至对戏曲“离心离德”。在
各戏曲剧种中，越剧几乎要算市场属
性保持得最好的剧种之一了，这里面
越迷的“不离不弃”应该是一个重要
因素。负责这次越剧嘉年华运营的资
深演出经纪人许霈霖表示“戏曲离开
了观众谈什么发展”。对于戏迷的狂
热，许霈霖是抱着相对肯定态度的，
他认为：“戏迷的疯狂，在传统文化推
广中起到积极作用，问题是演员要正
确认识、对待戏迷的热情，才能真正

推动戏曲的发展。”

不必苛责
一位曾在媒体工作的年轻网友

朱小姐也认为不必苟责越迷的一些
“疯狂”行为：“越剧嘛，就是戏曲里
的流行条线，追星总归是有一些过
激的行为，为什么一定要批评越剧
戏迷，像有些流行音乐等领域的粉
丝，只看颜值，越迷至少还要听听唱
腔、看看表演。再说反应越激烈，说
明越有活力嘛。又要粉丝不离不弃，
又要他们理性，要求有点高。”不过
网友李小姐则对部分越迷的“疯狂”
行为持批评态度：“希望越迷能向有
些粉丝团学学，文明追星，理性看
戏，不要丢了自己的人又丢了戏曲
的人。知道年轻人为啥不爱进戏曲
剧场�？光看看剧场里这种气氛，就
不想进去了。”

本报记者 王剑虹

! ! ! !昨天，本报用 *个版面隆重推
出了“七七事变 1*周年纪念特别报
道”，在读者中引发了强烈反响。
原上海市仪表局副局长刘光军

老人已经 ,1岁高龄了，他曾经是一
位敌后武工队队长，直接参加过与
日伪军的战斗。他告诉记者，本报的
报道让他回忆起抗战时期那些激情
澎湃的岁月。在举国抗战的感召下，
刘光军五兄妹从广东奔赴延安参加
革命，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刘

光军老人说：“当时的情况非常艰
难，我们都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许多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才换
来了最后的胜利，这点我们要永远
牢记。”

,%*爱国网创始人吴祖康在读
完本报“七七专刊”后表示：“爱国主
义教育任重而道远，从中华民族的
抗战史能真实体现我们民族不屈不
挠的抗争精神，我们要继承和发扬
这种精神，运用多种形式、进行多层
次的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利
用网络这个平台和其他的传播手
段，通过我们把抗战精神一代一代
地继承下去。”

昨晚胡女士和 %0岁的儿子一
起读报，那场 1#多年前的战争让
她和孩子动容，她表示，那些触目
惊心的照片、惨不忍睹的数字，构
成一堂历史课。“不仅是对于小孩
子，连我都是初次了解很多真相，
例如中国战区对二战的贡献和在
国际上的意义。”
“抗战这种严肃的话题要做出新

意并不容易，这次‘七七专刊’用类
似史学研究的方法做的这个专题还
是挺抢眼的。”“,#后”文科生沈盈
坦言，以前曾经零星地看到过呈现
中国战区在二战中价值的文章，这
次却是更加系统地认识，丰富的史

料和专家的观点，充实了历史知识，
刷新了本来认知，也让她想去找几
本相关书籍进一步研读，去寻找和
发现更多故事。
“每次看到战时的爱情故事，都

好唏嘘！”((岁的方芳感叹，最令她
感动的是专刊中陈香梅忆抗战一
文，“就像文章里所述，爱情在战争
中就像鲜花一样柔弱，但却依然夺
目。那种背景下，也许人们对于爱情
的追求会更单纯，也更炽热，也正是
这种经历过炮火考验的爱情才更为
珍贵。”而这种对比，也让人更加珍
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

本报记者 李一能 范洁

“很多历史真相我是初次了解”
读者见解

越迷“战斗力”惊人 过激？真爱？
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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