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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已近尾声。 岁末回
望，在公共舆论场引发热议的
热门文化事件， 依旧历历在
目。 潮水退去，留下的有惊喜，
也有唏嘘和遗憾。

2019年最后一个月，通过
短视频向世界展示中国田园
牧歌式生活的李子柒爆火。 富
有古韵意味的着装、 取景、配
乐，用时令鲜花制胭脂、酿酒，
刺绣、砌窑、纳千层底……她
没提一字“中国好”，但满屏尽
是唯美别样的中华文化故事。
在她上传的“日常”里，不同文
化背景的外国网友，看到了真
实可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
而爱上了中国。

事实上，对“真”的追逐贯
穿了2019年全年的文化记忆。

2019年初，行业内外最为
真切的一个感受莫过于“流量
失灵”。 春节期间，不以流量明
星为卖点的科幻电影《流浪地
球》，在多部由“小鲜肉”和名
导加持的“大片”中突出重围，
跃居春节档票房之首，成为实
至名归的“黑马”；暑期档中，
起初不被人看好的国产动画
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最终
凭借口碑力压阵容豪华的商
业大片，“逆袭”为年度票房冠
军……这让人们慨叹，流量明
星已不再是票房保证。

这一年，也有一些人为精
心伪装的“人设”付出了惨痛
代价。 从不知“知网”为何物的
博士男演员被曝光学术造假，
到遍读“诺贝尔数学奖得主小
文章”的“学霸男星”形象垮塌
事件，再到集演员、摄影师、作

家、慈善家、建筑师名头于一
身的女明星人设被拆穿……
我们目睹了这些被运营公司
精心包装设计过的、 以兜售

“人设”来圈粉的明星，在名不
副实、德不配位的人设“翻车”
之后，淡出观众视野。

人设崩塌之外，演艺圈更
同样经历了一场流量“哑火”。
部分被人设裹挟、被流量的泡
沫推至高位的年轻明星，无心
文艺创作， 却忙于创作“自
己”：一面频繁“花式”上热搜、
自我炒作，一面用欠缺实力和
诚意的作品敷衍观众，透支粉
丝信心，折损信誉，把人气的
余额败光。

曾经不可一世的泡沫已
经破裂。 随着歌手蔡徐坤“一
条微博1亿转发量”引爆舆论，
流量造假的“黑产业链”被“一
锅端”，粉丝经济呈现“疲态”。
依赖炒作、水军、刷数据、买热
搜而虚假繁荣的娱乐圈开始
自省式挤压泡沫、 去浊还清，
对“假”的摒弃开始成为潮流。

在这场真与假的博弈当
中， 我们迎来了戏骨精神的
“回潮”。

不论是电视剧《老酒馆》中
的陈宝国，还是《都挺好》里的
“苏大强”倪大红，抑或敢说真
话的李诚儒……一批锤炼过演
技的老戏骨， 正在获得观众越
来越多的掌声。 一些网友评论
说， 正是由于这些老戏骨的存
在，才能使一部片、一部剧底盘
扎实，经得起品位和琢磨。

在去伪存真的涤荡中，身
处寒冬的影视市场放慢了脚步。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今
年全国有1884家影视公司关
停。 前三季度，电视剧备案数
量比去年同期减少27%， 横店
影视城的开机率同比降低
45%。 据了解，一些知名的年
轻演员已经一到两年无戏可
拍。

泡沫挤压、 快钱离场、戏
骨崛起、口碑当道……“只有
流量明星才能撑场面”“大IP+
小鲜肉=赚钱”的圈钱逻辑，似
乎已经不奏效了。 经过新一轮
的洗牌，一些浮躁的资本逐渐
离场，反而有更充裕的时间和
精力交给从业者，回归作品本
身，聚焦演技的锤炼。 因为事
实已经证明，最坚挺的流量不
是流量明星， 正是好口碑、高
品质的内容本身。

在去伪存真中，我们看到
了精品力作的突破性胜利。

在今年的银幕中，观众不
仅看到了让他们欣喜的国产
动漫角色，看到了具有中国精
神内核的好故事， 还看到了从
概念设计到服装、道具、化妆、
场景、 后期特效等整体制作水
平的提升，看到摆脱了“段子堆
砌”“IP翻拍” 等套路化创作以
后的中国电影驰骋的想象力。

当“回归内容创作”成为
频繁被提及的热词，我们欣喜
地看到，关注家庭关系痛点的
影视剧《都挺好》、聚焦校园霸
凌的影片《少年的你》等现实
主义题材，受到了越来越多的
关注与认可。 这说明创作者在
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中，逐渐找
回了久违的文化审美与思辨

精神。
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讲

究内容本身的诚意之作，看到
了中国影市不断涌现出的令
人耳目一新的类型和题材。 他
们以更高的格局、更大的追求
拓宽了喜剧片、爱情戏、家长
里短之外的更为缤纷的可能。

正因为对创作的珍视，
2019年的国庆档让观众在三
部主旋律影片中，淋漓尽致地
感受到了澎湃的家国情怀和
“此生无悔入华夏” 的情感共
鸣。 从弘扬信仰到传递爱国情
绪，从“滴水见海”的小视角到
时代关键词的大格局，几部影
片都找到了观众渴望从电影
里得到的情感回馈……我们
有理由相信，经过这轮“去伪
存真”的涤荡，影市“暖春”已
经在路上。

然而，回思2019，我们也
有遗憾。

艺人高以翔猝死的悲剧，
给国产综艺留下了许多思考
题：分明是以创意、创新以及优
质内容见长的综艺节目， 为何
不能摆脱拼体力、破极限、乱剪
辑、博出位的“取胜”逻辑？

过去这一年，从国家到地
方都相继出台了扶持政策，加
大力度支持实体书店发展，实
体书店、24小时书店也在各地
纷纷落地开花。 然而，在“网红
打卡潮”过后，这些最美书店能
否改变我们人均纸质阅读不足
5本的现状？能否成为一座城市

“有灵且美”的精神地标？
随着中国黄（渤）海候鸟

栖息地和“良渚古城遗址”成
功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我
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已经以55
处之多位居世界第一……遗
憾的是，这一消息却没有引起
太多网友的注意。 其实，并不
是年轻人对传统文化“不感
冒”， 越来越被年轻人喜爱的
“紫禁城”告诉我们，挖掘好、
利用好、推介好这些中华民族
的精神标识，让这些中国历史
文化名片“破壁”传播、享誉海
外，需要更开放的思维。

2019已经逐渐远去，我们
期待“去伪存真”过后，2020年
的文化圈能够回归初心。多一
点敬畏，少一点浮躁；多一些
精品，少一些“数据”；多一点
积累沉淀，少一点荒腔走板。
只有破除浮躁的气息， 剥离
虚高的泡沫， 摒弃一夜暴红
的神话， 才能留下经得住时
间检验的文化经典， 才能拥
有更多涤荡人们心灵、 让人
铭记感怀的文化记忆。

/新华社

2019��在“去伪追真”中沉淀文化记忆

记者 18 日从工业和信息
化部获悉，截至 11 月底，清理
拖欠民营企业账款工作中央
层面清偿进度为 91%，地方层
面清偿进度为 61%，31 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皆
表示年底前能够完成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清偿一半
以上的目标任务。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
长黄利斌表示， 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国务院减
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制
定清欠工作方案， 于去年 11

月底以国办名义印发部署实
施。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
责、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督
促指导各地区、各相关部门组
织开展清欠工作。 截至 11 月
底，全国各级政府部门和大型
国有企业共偿还拖欠民营企
业账款 5800 多亿元， 清欠工
作总体进展顺利。

国资委财管运行局副局
长刘绍娓表示，中央企业在清
欠工作中努力克服被上游拖
欠、资金压力大、欠款情况复
杂等难题，目前已基本实现国

资委要求的“双清零” 目标：
2019 年没有发生拖欠农民工
工资情况，以前年度少数基层
单位拖欠的 8.2 亿元农民工工
资，已于今年 1 月份全部“清
零”；2018 年底前的民营企业
无分歧欠款已基本“清零”，清
偿进度达到 99.4%， 累计清偿
欠款 1456亿元。

据财政部经建司调研员
王明臣介绍，截至 11 月底，国
务院部门和财政部监管企业
总体清偿进度达 98%。 按照有
关欠款单位的清偿计划，年底

前无分歧欠款基本可以“清
零”。

黄利斌表示，尽管清欠工
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同时也
存在一些地方认识不到位、组
织推进不力、 责任传导不落
实， 越到市县难度越大等问
题。 下一步，联席会议将继续
强化规章制度建设，形成预防
和解决拖欠问题的长效机制，
“聚焦企业获得感深入推进清
欠工作，要让尚未得到清偿的
企业有预期有盼头。 ”黄利斌
说。 /新华社

前11个月财政收入
同比增长3.8%

财政部 17 日发布数据显
示，前 11 个月，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178967 亿元， 同比
增长 3.8%，增幅比去年同期回
落 2.7个百分点。 其中，中央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86116 亿元，
同比增长 4.8%；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本级收入 92851 亿元，同
比增长 3%。

受减税降费效果持续显现
影响， 相关税收收入放缓或下
降。数据显示，前 11个月，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
入 149699 亿元 ， 同比增长
0.5%。 主体税种同比下降或小
幅增长：国内增值税 57948 亿
元，同比增长 2.3%，增幅比去
年同期回落 7.1 个百分点；企
业所得税 36888亿元， 同比增
长 5.7%，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
3.6 个百分点； 个人所得税
9502亿元，同比下降 26.8%。

非税收入方面， 前 11 个
月，全国非税收入 29268亿元，
同比增加 5936 亿元 ， 增长
25.4%。 财政部表示，非税收入
增幅较高， 主要是通过特定国
有金融机构和国企上缴利润，
以及多渠道盘活国有资源资产
等方式增加非税收入。

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方
面，前 11 个月，契税 5263 亿
元，同比增长 18.9%；土地增值
税 521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3.9%； 房产税 2625 亿元，同
比增长 8%； 城镇土地使用税
2204 亿元，同比增长 0.1%；耕
地占用税 1159亿元，同比下降
25.6%。
财政支出方面，前 11个月，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6463
亿元，同比增长 7.7%。 其中，中
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30444 亿元， 同比增长 8.3%；
地 方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176019亿元，同比增长 7.6%。

政府性基金方面，前 11 个
月，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68080 亿元， 同比增长 9.5%；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75976亿元，同比增长 19%。

/新华社

陕西作出第一例
人民币图样使用
行政许可

记者 18 日从中国人民银
行西安分行了解到， 该分行为
西安印钞有限公司作出了陕西
省第一例人民币图样使用行政
许可。

据了解， 为进一步规范人
民币图样使用行为， 维护人民
币的信誉和流通秩序， 近日中
国人民银行以 2019 年第 2 号
行长令发布了新的《人民币图
样使用管理办法》，2005 年发
布的原办法同时废止。

/新华社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账款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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