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税务部门查处了演员邓伦偷逃税案件。邓
伦被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06亿
元。近年来，随着税收法治日益完善，税收监管日益加
强，范冰冰、郑爽、雪梨、林珊珊、薇娅、平荣等一系列演
员、主播因偷逃税被依法处理，“星途黯淡”。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个人不论从事何种职业，
取得何种成就，首先是国家的一名公民。作为国家的
公民，就要依法履行公民义务，而纳税就是公民必须履
行的义务。不履行义务，不遵从法律，人生就会走上偏
路邪路，而演艺界人士的“星光大道”也不会有例外。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
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明确规定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常能注意
到，演艺界人士的名誉权、肖像权、著作权等权利始终
受到法律的保护。若只享受权利，而怠于履行义务，甚
至逃避义务，这样的行为不但违法，而且失德。

要演戏，先做人，作为公众人物，演艺界人士的一
言一行都具有社会影响力。许多老一辈艺术家德艺双
馨，为人师表，后来人也应继承他们的优良传统，无论
有多大名气，有多少粉丝，都应该将德艺双馨作为自己
的追求目标，努力成为社会公德的榜样和表率。

有学者指出，“税收是我们为文明社会付出的代
价”，也有学者认为，“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演艺界人
士从事的是文化艺术行业，从事的是精神产品的生产创
作，崇德、遵纪、守法，在这一领域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每每看到，一旦他们涉及偷逃税，就会出现影视作
品下架、代言品牌解约等“多米诺骨牌效应”。古人云，

“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就是这个道理。
当前，国家正在加大税收综合治理力度，强化运用技

术手段，对文娱领域和网络直播行业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
查处和曝光也绝不是“一阵风”，那些心存侥幸、触碰法律
红线的行为将无处遁形。作为公众人物，演艺界人士应当
牢记，要带头遵纪守法，这是“星光大道”的第一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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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更新换代，中国足球要有继续前行的勇气和信心
肖世尧

同一天里，中国男足和U23男足先
后迎来比赛。这一天，中国足球结束了
一段征程，又踏上新的漫漫长征。

29日，中国男足0∶2不敌阿曼队，结
束世预赛 12 强赛全部比赛。又一次冲
击世界杯失败，老一代球员的历史使命，
也随之走向终点；U23男足“迪拜杯”0∶3
负于阿联酋队，获得赛事第四名。年轻
球员初出茅庐，进入公众视野。

用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方式，中国
足球走向更新换代，开启下一个四年。

关于过去四年的成败得失，中国足
球需要心平气和、客观冷静地反思。有
些困难与足球无关，比如因为疫情失去
主场和缺少比赛，俱乐部母公司受多重
因素影响引发财务危机，但更多问题都
是中国足球自身原因：主教练不断更迭，
联赛动荡影响备战，普遍欠薪动摇球员
基础，长期忽视青训导致阵容老化，归化
政策难以为继……

究其根本，中国足球的问题都不外乎
“折腾”二字。出现问题总是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然后按下葫芦浮起瓢。在关乎足
球发展的根本性、方向性议题上，往往又
缺乏定力，不能攻坚克难。《中国足球改革
发展总体方案》出台已七年，但足球改革
中的很多关键问题依旧没能解决，社会和
文化层面的足球生态依然没有大的改善。

失利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
失利没有带来应有的警醒和改进。我们
总在反思，但还是继续陷入“失利—折
腾—再失利”的恶性循环。因此我们更
要反思，以理清现状，找准症结，下定决
心为未来发展明确方向。

无论是扎根青训还是联赛为本，都
已是老生常谈。单从国家队层面来讲，
年轻化是足球运动的规律，多年来一直

“青黄不接”的国足，人员更替势在必
行。半年后，U23国足将参加杭州亚运
会。而一年后的本土亚洲杯，两年后的

世界杯预选赛，也要很大程度上仰仗这
些年轻人。

我们的年轻人已经落后了很多。因
为疫情原因，U23国足两年多没有参加任何
国际比赛，球员在技战术能力上有很多不
足。出来一参加比赛，就有球员感叹：“感觉
对手这两年进步得比我们更快。”

百练不如一赛，高水平比赛对年轻
球员至关重要。“迪拜杯”三场球踢下来，
虽然成长没有直接体现在成绩上，但小
将们的进步肉眼可见。

世界足坛发展变化极快，中国足球
绝不能闭门造车。如果不是搭了国足参
加12强赛的便车，U23的球员们恐怕难
有机会出国参赛。在做好防疫的基础
上，我们要尽可能为年轻球员“走出去”
创造条件，争取把失去的两年夺回来。

当然，审视中国足球不能只见阴影
不见阳光。虽然这支 U23 国足还远远
谈不上成型，但他们在“迪拜杯”上以团

结、充满斗志的精神面貌，每场比赛从第
一分钟拼到最后一分钟，给中国足球带
来了一股清风，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好
评。说到底球迷们希望看到，作为国家
队的一员，无论能力如何，首先要端正态
度，全力以赴去奔跑、去战斗。

U23 国足每场比赛后发布纪录短
片，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很多固有的印
象都源于不了解，球队主动寻求与球迷
沟通，让大家看到球员的努力，有助于营
造良好的球队形象，让更多人理解，进而
支持中国足球。

目前，中国足球确实陷入了低谷。
竞技体育的成绩是重要标尺，当国家队
成绩不佳时，遭受批评在所难免。所有
足球从业者，要有是非在己、毁誉由人的
定力，学会与批评共处，用一点一滴的进
步去赢回尊重。

失败并非末日，中国足球要带着勇
气和信心，继续前行。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升级正当其时
夏亮

春好人勤保粮丰
于文静 叶婧反对借防疫攻击中国的“西式话术”

新华社记者

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新冠疫情防控进
入关键时期。西方一些人借防疫又发起
新一轮对华舆论攻势，其实质是诋毁中
国政治体制。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利用其在国际舆
论场上积累的话语权优势搞意识形态输
出，并逐渐形成体系化的操弄手法和一套
价值观扭曲的“西式话术”。对中国的攻击
正是套用了这种“话术”。比如，在某些西
方“专家”看来，尽管近日“每天仍有1200名
美国人死于疫情”，但放开防疫措施“有好
处”。如此论调背后隐藏着政治目的。

中国作为14亿多人口大国，当前务
必守住疫情防线，这是对“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理念最好的践行，也是对国际抗
疫的最大贡献。

首先，中国防疫政策基于“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动态清零”政策
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从整体人口水平来看，中国新冠死
亡病例数、住院病例数均远低于全球平
均值。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新冠
研究项目统计显示，疫情暴发至今，全球
仅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两个国家每 10 万
人口新冠死亡病例数少于1人。随着疫
苗覆盖率逐渐提高，药物研发不断进步，
从较长时间段来看，新冠死亡率呈下降
趋势。坚持“动态清零”为中国赢得宝贵
的时间窗口，保护中国人民免受疾病的
危害，将使中国能以极低的死亡病例数
度过新冠大流行期。

第二，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才能
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动态清
零”不是追求“零感染”，而是尽快把疫情

控制住，其目标是通过快速精准的全链
条防控措施，实现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
成效。近期，高传染性奥密克戎毒株引
发的疫情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指数级
上升，中国“外防输入”的压力持续增
加。3月以来，中国感染人数反弹，疫情
波及范围扩大，面临复杂严峻的防控形
势，不能有丝毫松懈和麻痹。

第三，“动态清零”在疫情防控和经
济发展之间取得最大限度平衡。中国率
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
经济增长。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比上年增长8.1%，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
首次突破6万亿美元。中国还与国际社
会开展全方位抗疫合作，仅在疫苗合作
方面，迄今已向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提供了超过21亿剂新冠疫苗，成为对

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外媒评论，中
国的“动态清零”政策避免了本国出现大
量死亡病例，并确保从苹果手机、特斯拉
电动车到化肥和汽车零部件等众多商品
继续流向世界其他地方。

近日，由于一些较早放开防控的国
家面临疫情反弹的困境，西方媒体上也
出现了理性反思。英国《卫报》刊文称，
已证明失败了的“群体免疫”披着“与病
毒共存”的外壳再度粉墨登场，摆脱焦虑
的心愿不应借由自欺欺人、假装疫情已
经结束的方式来实现。

奉劝某些惯于“西式话术”的西方媒
体尽快收起傲慢，放弃双重标准，实事求
是地看待其他国家为抗疫付出的努力，
这样才能凝聚更多共识，助力世界早日
战胜疫情。

全民健身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基
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
要标志之一。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
近日发布的《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从8个方面系统提出了29项改
革措施，对于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可谓正当其时。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
石。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
梦想。体育强则国家强，国运兴则体育
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广泛开展
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的目标，而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
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民健身工
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基本建立。但全民健身仍然存在公
共服务总量不足、场地设施布局不优、载
体不新、质量不高、社会力量参与不充分
等问题。《意见》擘画了推动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迈向更高水平的新蓝图，为“十四
五”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期全民健身发
展指明了方向。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也是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期待
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已经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人

民美好生活需求日益广泛，健身需求呈
现出越发强烈、日趋多样的发展态势，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从提供“更多”向努力提
供“更好”转变也是时代所需。

《意见》从更灵活的体制机制、更均
衡的资源布局、更绿色的健身载体、更丰
富的赛事活动、更广泛的群众参与、更科
学的运动方式、更浓厚的社会氛围、更强
大的要素支撑等八个维度提出若干改革
措施，明晰了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高在哪里”的问题，绘就了一幅
全民健身新蓝图。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还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
更为明显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内容。在走

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无论是促进经济
发展，还是丰富精神世界，体育都有着不
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健身促进健康，健康推动小康。全民健
身、全民健康、全面小康三者之间相互依
托，相互支撑。实现共同富裕，全民健康
是重要基础。只有每个人都拥有健康体
魄，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共同富裕才更
有意义。

目标已经锚定，蓝图已经绘就。当
下我们唯有奋勇向前、只争朝夕，认真贯
彻落实《意见》，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方能建成，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
目标定能实现。

农时不等人。随着天气回暖，春管春播正由南向
北大面积展开，北方小麦主产区正值起身拔节等关键
时期，不少地方农民适时下田进行锄草、施肥和灌溉。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对保供给、稳预
期、增信心意义重大。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农产品
市场波动加剧等不稳定因素增多，国内农业生产也面
临新挑战。必须高度重视夺取夏粮丰收这关键一仗，
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今年夏粮生产面临多年少有的形势。夏粮的主体
是冬小麦。受去年罕见秋汛影响，河北、山西、山东、河
南、陕西5个省有1.1亿亩小麦是晚播麦，占小麦播种
面积的三分之一，苗情长势复杂。

农情连着粮情，粮情连着民情，民以食为天。北方
小麦主产区务必要通过科学追肥等促进弱苗转壮，加
强后续田间管理，切实保障好百姓的“粮袋子”。

现在距离夏粮小麦大面积收获还有两个多月，要抓住
小麦返青、拔节和灌浆等关键生育期，落实相关技术和措
施。有关部门和农业技术专家要加强精准指导和服务。

目前部分地区出现疫情，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春季田管。特别是1.1亿亩晚播麦要早管早促，起身
拔节期要因地因墒因苗及时浇好拔节水、施好拔节肥，
灌浆期要以“一喷三防”增粒重为重点。长江流域油菜
产区要落实好“一促四防”措施。

此外，要大力推进科学防灾减灾。及早做好物资
储备和技术准备，加强天气监测预警，重点防范“倒春
寒”、春旱等灾害。要针对化肥、农药等价格上涨，切实
从各个环节支持企业增产增供，保障农资运输和末端
配送，国家已出台对实际种粮农民再次发放200亿元
农资补贴的举措，要尽快发放到位。

总之，说一千道一万，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必须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切实打好今年夏粮丰收、全
年粮食增收的关键一仗。

近日，有这样一条视频在网上热传，一个小孩子落
水，岸上一年轻男子没有来得及脱衣脱鞋、放下手机，
勇敢地跳入水中将小孩救起后默默离开。事后，小孩
的家长多次寻找该男子想当面致谢，但却不知道救人
的男子是谁，无法联系。此事引起网友广泛关注，大家
纷纷对这位做好事不留名的“无名英雄”点赞。

这名男子奋力救人的身影让无数网友感动，有网
友评论：“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跳下去救人。”也有不
少网友评论：“看视频里这名男子游泳技术不错，如果
自己不会游泳，那还是不要贸然救人，不然适得其反。”

见义勇为、舍己救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
体现，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当今社会，因为
一些人的自私自利，像视频中的男子一样舍生忘死、见义
勇为的品格和精神更显难能可贵，他们纵身一跃的英姿，
也让社会上存在的袖手旁观、见死不救、麻木不仁的冷漠
增添许多温暖。然而，在这份温暖的背后，也有一些因为
救人而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事情令人惋惜。我们提倡见义
勇为、乐施援手，但在救人的过程中，一定要清楚自己的
能力，理性地看待问题，要做到既能救得了别人，又能保
全自己，千万不要让救援者受到伤害。

见义勇为不仅是道德品质的体现，更是技术和智慧的
体现。救人的前提是先学会自救自护，面对险境，施救者先
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大小，量力而行，不分场合、不计后果贸
然行动的见义勇为，会带给人们悔之晚矣的伤痛与遗憾。

见义勇为者身上的优秀品质值得大家去学习、去效
仿，但我们更希望见义勇为的结局永远不要与遗憾和惋惜
一同出现，只有生命得到拯救，见义勇为才能体现最终价
值。所以，我们既要提倡见义勇为，更要提倡量力而为。

要见义勇为，更要量力而为
程浩楠

粮油肉蛋菜果奶等重要民生商
品保供稳价，事关人民群众基本生
活，关乎发展和安全。鉴于当前国
内外环境复杂严峻，各地各部门要
进一步压实责任，构建保供稳价长
效机制，努力守好百姓“米袋子”“菜
篮子”。

物价稳则市场稳、民心稳。通
过保障供给和适当调控，保持物价
长期相对平稳运行，对于维护经济
社会健康发展十分重要。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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