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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平台与作者应当唇齿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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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因一份 2019 年版的旧合同，中
国领先的网络文学平台阅文集团引发舆论
广泛关注。部分网文作者称要发起“5.5 断
更节”，停止更新以示抗议。阅文集团回应
称，网传“全部免费阅读”不实，将与作家们
进行广泛沟通，对不合理条款进行修改，并
启动系列作家恳谈会。

从国内热播影视剧《琅琊榜》《花千骨》，
到走出国门、圈粉海外的《陈情令》《扶摇皇
后》，网络文学持续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贡献
了许多广受欢迎的好故事。二十多年来，网
络文学由最初的星星之火发展到体量庞大、
规模惊人，已成为我国当代文艺的重要组成
部分，甚至与美国好莱坞大片、日本动漫、韩
国偶像剧并称为“世界四大文化奇观”。

统计显示，中国网络文学用户数量持
续增加。2019 年底，网络文学的读者已达
4.55 亿人，创作者高达 1755 万人。体量庞
大的读者群体和创作群体，一起扩大了网
络文学的市场容量，激活了庞大发展潜力。

近些年，网络文学正逐渐主流化，得到

社会认可。一方面，去消费化、去娱乐化、
去低俗化的网络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越来越紧密，精品化、多元化、多题材、多类
型的网文创作触达并吸引了更广泛的受
众。另一方面，不少优秀玄幻、历史题材作
品等客观上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
少现实题材反映了中国风貌，共同让中国
故事在海外受关注。

网络文学的繁荣，是在相关主管部门
的指导下，内容平台与创作者共同努力的
结果。数以万计的优质作者及其作品，成
就了题材多元、内容优质、读者众多的阅读
平台；逐渐壮大的网络文学平台，则成了作
者的坚实后盾，为作者提供了创作激励、培
训与版权运营等资源支持。

以发现作者为例，网文平台保持对新
生作家的关注，当其作品免费更新到一定
字数，编辑会根据市场表现选择有潜力的
作品进行签约、推广；而在提升文学创作的
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反哺创作者方面，平
台推出的 VIP 付费阅读模式，则使优质创

作者劳有所得、安于创作。
如今，网络文学作者与内容平台之间可

谓唇齿相依。良性的网络文学生态，使得大
量优秀网络文学作品得以孵化、开发、衍生，
触达更广泛的受众，也让一个个新生代潜力
作家脱颖而出，源源不断地壮大了网络文学
人才队伍。一部接一部的优质作品，也激发
了内容平台、网络文学的动能，为我国文化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活水。

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时代前进
的号角。《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
文艺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网络
文艺”。而实现网络文艺的繁荣，离不开健
康的网络文学生态，离不开宽松、有保障的
创作环境，也离不开清晰的版权归属和畅
通的维权机制。

宽松，意味着让创作者在不受权益之
困、不受灵感之扰的前提下，安于创作、乐于
创作，稳定高产；保障，意味着通过产业链延
伸，让优秀网文作品的价值在影视、动画、游
戏等多领域得到充分开发，使创作者能更有

获得感，在创作中得到成长，使作品得到应
有的尊重和鼓励，让更多优秀网络文艺作品
呈现出百花竞放、蓬勃发展的生动景象。

从这个角度看，创作者和内容平台之
间更应当在收益的分配与权益的保护之中
找到共赢共生的平衡点。好生态离不开好
作者，优质作者源自健康的生态。面对争
议，平台与作者都应该理性、克制，在法制
轨道上耐心地共同协商，尽快达成共识，回
到网络文学发展的正轨上。

从大局出发，中国网络文学产业应巩
固既有优势，共同打造更多具有产业链上
下游资源优势、IP 开发优势、IP 价值联动优
势的内容平台。同时，借助创作保障制度、
签约作家制度、创作激励制度、福利保障制
度、版权运营制度等机制，在法律范围内保
护创作者的权益、激发创作者活力。如此，
才能让网络文学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
业的生力军，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续写传
奇，继续为“讲好中国故事”助力。

（新华每日电讯）

杨绍功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近日联合下发《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
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对依法惩治盗窃、破坏窨井盖以及相关职
能部门失职渎职犯罪相关法律适用作出明
确规定。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以及配套的
排水、排污、供水等设施的逐步完善，马路
上、街道上、人行道上的窨井盖随处可见。
小小窨井盖，既见证了市政设施的不断完
善，又关乎行走在上面的车辆和行人的安
全。近年来，窨井“吃人、伤人”事件时有发
生，仅 2017 至 2019 年新闻媒体报道的窨井

“吃人、伤人”事件就有 70 余件。涉窨井盖
相关犯罪，严重侵犯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社会反映强烈，必须加强对涉窨井盖
相关犯罪的打击，切实捍卫人们“脚底下的
安全”。

梳理一些案例可以发现，人们不幸坠
入窨井的主要原因，就是窨井盖被窃走或
挪移。因而，就该以严密的法律体系和严
肃地问责，让那些贪图小利而无视公共利
益和他人安全的盗窃、破坏窨井盖者承担
法律责任。根据《意见》，盗窃、破坏人员密
集往来的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以及车站、码

头、公园、广场、学校、商业中心、厂区、社
区、院落等生产生活、人员聚集场所的窨井
盖，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依法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这无疑将对盗
窃、破坏窨井盖的行为形成有效打击和有
力震慑。

此外，生产作业不规范，安全防范不
到位，窨井设计、施工不合理，生产、销售
伪劣窨井盖等，也是威胁众人“ 脚底下的
安全”的一大原因。《意见》对生产、销售不
符合安全标准、行业标准窨井盖等行为的
定罪也予以明确。剑指这些行为，相当于
对设计者、生产者、销售者、施工者念上了

“紧箍咒”，倒逼其认真对待窨井盖，不得
马虎大意。《意见》还规定，对窨井盖负有
管理职责的工作人员，因疏于管理、怠于
履职导致人员坠井等事故，致人重伤或者
死亡的，分别以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
人死亡罪定罪处罚，为相关管理者敲响了
警钟。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坠入窨井事件
中，绝大部分被害人难以找到责任承担者，
或者各个单位之间推诿扯皮，导致其损失
迟迟得不到赔偿。而根据《意见》，凡是发
生人身伤亡事件的，公安部门均应作为刑

事案件调查处理，这显然有利于查清责任
主体，维护被害人权益。

窨井盖虽小，却关乎不特定多数人的
“脚底下的安全”，没有理由不予重视。《意

见》细化了各种情形下破坏窨井盖行为的
定罪处罚，有助于司法机关更有针对性地
打击涉窨井盖的各类犯罪行为，更好地守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江西日报）

捍卫“脚底下的安全”
史洪举

“流动的中国”又回来了。今年的“加长版”“五一”假
期，长三角铁路连续 4 天单日旅客发送量突破百万人次，假
期首日全国接待国内游客总人数超 2300 万人次，600 岁的故
宫迎来了恢复开放后的首批游客……假期一到，人们走出
家门，拥抱山河湖海，沐浴温暖阳光。

城市的“夜”又热闹起来了。大唐不夜城步行街，穿汉
服戴口罩的“小姐姐”们走上街头自拍；重庆洪崖洞景区，翻
滚的火锅冒出一阵阵热辣香气。支付宝数据显示，“五一”
期间全国“夜经济”加速回暖，假期前三天消费比清明假期
增加 30%。服务业与百姓生活休戚相关，这个假期里我们看
到，各地复工复产、复市复业在加速推进，街巷之间，烟火气
在慢慢升腾。

新业态新模式“火”起来了。今年“五一”期间，“云”端
消费势头依旧强劲。“五五购物节”开启，天猫上海商品 1 分
钟成交破亿元；菜鸟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 3 天，全国产生
的物流订单量同比增加 45%。直播带货、无接触配送、在线
办公、互联网医疗……疫情期间，各类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
现。困难的另一面往往是机遇。练好新本领，拓展新思路，
变被动为主动，我们就能化危为“机”，闯出一片新天地。

由于疫情原因，这个“五一”假期注定与以往不同。戴
口罩、测体温、预约参观、限量游览……手机里，人们多了一
个健康“绿码”；餐桌上，公筷公勺成为新标配。因为知道今
天的向好局面来之不易，所以我们更加懂得，不论走到哪
里，安全与健康都是最美的风景。

在全国上下同心努力下，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向好，
经济复苏“进度条”加载得越来越快。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
态化，让社会生产生活尽快恢复正常，把失去的时间抢回
来，成为摆在我们面前更加紧迫的任务。今年是“十三五”
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越是面对困
难挑战，越要善于从眼前的危机中寻找新机遇，牢牢把握发
展主动权。要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走好自己的路，办好
自己的事，风险挑战就阻挡不了我们发展的步伐。

（据新华社）

王雨萧

复苏中，我们看到哪些不一样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硬仗。
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

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虽然脱贫攻坚已经取
得决定性成就，但眼下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还有不少堡
垒要攻克，加之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响，各项工作面临
更大的考验。

时间不等人，一晃就从身边溜走。难走的路是爬坡路，
稍有松劲就会半途而废。冲刺阶段，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绷
紧弦、再加码，各级领导干部要化身敢战、能战、善战的战
士，尽锐出战，将奋斗进行到底。只有以“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韧劲迎难而上，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真抓实干，才
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让脱贫攻坚成效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新华网）

冲刺！将奋斗进行到底
马若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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