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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电(记者朱翃)2018 年，上海
颁布“禁燃令”进入第三个年头，在浓浓的年
味里，申城禁放区域烟花爆竹“零燃放”。新春
祥和安宁的背后，是上海这座城市管理的精
细，以及市民对法规的遵守和为绿色生态环
境的努力。

从社区到楼宇 宣传不漏

除夕爆竹迎新年，初五鞭炮接财神———
这是上海市民早年过春节的习惯。如今，禁燃
禁放成为市民新春的共同约定。“从小区宣传
栏到电视新闻，从地铁屏幕到手机短信，禁燃
宣传可谓一处都不遗漏。”长宁区虹仙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季强说。

“工作一年比一年好做，我们身上压力也
小了。”浦东公安分局潍坊新村派出所民警陈
玉琦说。他所在的潍坊二村是一个老旧小区，
约有居民 5000 人。每到年底，陈玉琦都会挨
家挨户跟住户签订《不放烟花爆竹承诺书》。
“居民们都很配合。”

潍坊新村派出所还与辖区内物流行业联
手，在每一件快递上都贴上“禁燃烟花”贴纸，
让快递、外卖成为“禁燃”宣传品。

禁燃宣传形式多样。春节前，静安公安分
局推出了沪语童谣版禁燃主题曲《不放不放
2》，从居民社区唱到了商务楼宇，老人孩子
都会唱。

从民警到志愿者 坚持不懈

禁燃工作扎实推进，离不开每一位参与
其中的工作人员，大家坚持不懈，让禁燃工作
在细致中透出温情。

除夕晚 6 时，熟悉的招呼声在虹口区
张桥动迁基地响起。“章阿姨，你从松江也
来啦。”“郭家姆妈，你不是也来了，今年老
房子最后一个春节啦，我们白发志愿者陪
着贵富警官站好最后一班岗。”“住在这里大
半辈子了，志愿者也当了十来年了，有感情
的。”

对 60 岁的民警王贵富来说，这里是他从

警生涯的最后一岗。2016 年春节是上海禁燃
禁放的第一个春节，王贵富和志愿者共同努
力，收缴了大量烟花爆竹。去年春节，在王贵
富和 32 名社区志愿者彻夜巡控下，张桥地区
度过了一个“零燃放”的春节。今年居民数量
减少，居委会干部老陈曾一度担心志愿者队
伍组织不起来。

在王贵富召集下，这支 32 人的志愿者队
伍全部到位，其中很多人从宝山、松江赶来值
守。“过年啦，水煤电要当心”“睡前看一看，夜
夜有平安”“禁燃禁放，你我有责”……熟悉的
招呼声又在张桥社区回响。

“志愿者都是小区居民，不用发动就满员
了，很多人还给执勤站带来菜肴。有这么多用
心又可爱的居民，禁燃工作真不用担心。”季
强说。

从活动到演出 年味不减

“禁燃令”下的申城，安静更干净。除
夕，上海出动道路保洁人员 2 . 6 万人次，烟

花爆竹清扫量共 2402 公斤，较去年同期
降低近 7 成，外环内未清扫出烟花爆竹
垃圾。由于良好的扩散条件和烟花爆竹
燃放减少，今年春节假期，上海空气质量
总体较好。

外环内烟花爆竹没有了，上海的年味
并未减少。“社区组织的活动非常多。”陕
北社区居民李纪琴说，跳舞、唱歌、戏曲、
书画以及联欢会、茶话会让年味很浓，促
进了邻里感情。陕北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
叶琳说，迎新春写对联、合唱团、戏剧表演
等活动效果很好。

从豫园灯会到欢乐马戏，从上海年俗
风情展到美术作品展，从戏曲小分队基层
巡演到新春戏曲专场，上海新春佳节的活
动、展览、演出不断，让广大市民充分感受
浓浓的年味。

“从三年前‘禁燃令’强调刚性与权威，
到如今‘禁燃令’成为人们的自律与自觉，变
成了市民共识，实现了民心凝聚。”长宁公
安分局民警刘海清说。

烟花爆竹“零燃放”成为市民共识
上海“禁燃”三年的背后

新华社台北 3 月 1 日电(记者
李慧颖、李凯)国务院台办、国家发
展改革委经商中央组织部等 29 个
部门，2 月 28 日发布实施《关于促
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
施》，共出台 31 条具体惠台措施。台
湾舆论和学者盛赞大陆对台胞、台
企送出的“大礼包”是“全覆盖式”

的，每一条都打动人心，体现了“两
岸一家亲”的精神。

“这 31 条惠台政策让我感动。”
台湾时事评论员黄智贤告诉记者，
此次出台的政策，力度比以往更大、

范围更广，从鼓励台湾企业参与重
大规划和“一带一路”建设，到金融
业开放更深入的合作；从影视文化
业的相关限制取消，到欢迎台湾同
胞到大陆申请专业技能资格……
“这是大陆与台湾同胞分享快速发
展的历史机遇的具体表现，让台湾
民众能够大展拳脚，贡献自己的才
智和努力。”

“每一条举措都确确实实地表
明，两岸本是同胞，不再分你我；每
一条举措都是大陆打开大门，给同
胞的关爱和拥抱。”黄智贤说。

台湾辅英科技大学教授苏嘉宏
分析说，这份文件的主轴是“同等待
遇”，台胞在大陆证照报考资格取
得、台湾证照的采认、科研成果并计
等政策都说明，大陆正加快让台湾
民众“分享机遇、落实同等待遇”。

“让台湾民众可以自由选择在
大陆地区实现中国梦，未来的‘磁吸
效应’必定是难以估量的。”苏嘉宏
说。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庞建国
表示，31 项惠台措施“既广也深”。
不但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也是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
具体举措，体现了中共十九大提出
的对台工作方针，这是一脉相承的。

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溢诚
认为，优惠政策彰显大陆对台工作
的新举措，充分利用优势条件，以优
惠政策吸引台胞、台商、台青，促进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

他说，这 31 条措施以“同等待遇”促进两岸交流和心灵契
合，涉及的范围和力度都前所未有，对台湾年轻人很有吸引
力。

台湾《中国时报》发表分析文章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
十九大上提出“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
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此次公布的 31 项措施，涉及投资、
金融、文化影视等产业，如此全覆盖式的“同等待遇”政策，体现
了习总书记对台工作思想。

文章具体列举大陆的惠台举措，比如让台资以特许经营方
式，参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在中西部、东北设立两岸产业
合作园区；鼓励支持台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文章指出，这
些措施“完全打进‘台商、台生心坎’”。

台湾《工商时报》发表文章认为，31 条举措中，两岸银行联
贷、征信合作以及小额支付业务等金融领域大幅放宽，引人注
目。这也是“服贸协议”在台卡关后，两岸金融业合作再度露出曙
光，大陆正另辟蹊径，扩大两岸金融业的合作。

台湾《工商时报》题为《惠民扩及软实力更深入人心》的评论
文章指出，31 条惠台举措的出台，说明两岸互动已进入最新阶
段，将促推两岸在各领域加速融合。

文章分析说，本次惠台措施更倾向于“吸纳”，不论是扩大开
放还是降低门槛，“基本上是将大陆打造为台湾专业人士一展长
才的用武之地，或是台青创业就业的理想出路”。

新华社北京 3 月 1 日电(魏梦佳、樊攀)
春节的余温还未散去，一年一度的艺考又热
闹启幕。连日来，中央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
学、北京电影学院等知名艺术类院校招生考
试陆续开考。记者探访各校发现，今年艺考报
名人数再攀新高，竞争更加激烈。

为何近年来艺考报考持续火爆？

报考创历史新高

2 月 27 日一早，寒风凛冽，北京电影学
院 2018 年艺术类招生考试开考。校园各考点
外都挤满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考生和家长，
不少考生是拉着行李箱直接从车站来学校应
考。备考区域内，考生们正排队等待进入考
场，家长们在寒风中翘首以盼。

今年，北影共 14 个院系艺术类专业招
生，本科计划招生 490 人。然而，今年该校总
报考人次高达 45077，比去年增长近 7000 人
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表演学院报考人数
高达 9693 人次，同比增长 13 . 69%，继续保
持最热专业之一，但表演本科录取计划仅 50
人。竞争最为激烈的戏剧影视导演(电影导
演)专业的报录比高达 225：1 。

传媒大学的招考现场也人潮汹涌。该校
招生办主任侯隽介绍，今年学校 19 个艺术类
本科专业计划招生 703 人。但今年报名人次
达 51330 人次，同比增加了 14242 人次，人数
也增加了 8000 多，创报考新高。

其中，表演 、广播电视编导(电视编辑
方向)、戏剧影视导演 3 个专业竞争最为激
烈，报录比分别为 327：1 、144：1 、134：1 。

河南、山东、河北是报名人数最多的 3 个省
份。

中戏今年的招考同样竞争激烈。今年报
考该校考生达 5 . 1 万多人次，比去年增长
1 . 5 万多，为历年报考人数之最，各招考方向
报名人数均有较大增长，但计划招生仅 598
人。

该校介绍，报名增长最显著的为电影电
视系。其中，影视编导和影视制片两个专业方
向报名人数均增长 1000 多人次；广播电视节
目主持专业方向增长了 3000 多人次，计划招
收 25 名学生，报录比高达 286：1。

多因素催生报考热

尽管竞争激烈，为了圆艺术梦想、成为
“明日之星”，依然有大量考生前赴后继地挤
上艺考“独木桥”。许多人都是从小或是在后
期培训中对艺术产生兴趣，有的苦练多年技
艺，为的就是能考入北影、中戏、上戏等名校，

从而走上“星途”，一夜成名。

“竞争太激烈了，但即便考不上，我也要
去碰碰运气，至少为梦想努力过。”在北影考
场外，山东考生巩熙熙说。

北京电影学院负责人孙立军介绍，近
年来学校多个专业报考人数都呈增长趋

势。增长的原因一是得益于国家文化产业
大发展、大繁荣的大环境，越来越多学生
愿意从事电影行业；二是随着城镇化发
展，全国各地电影院日益增多，再加上互
联网迅猛发展，电影得到更大范围普及，
都促进了生源增加。

“现在许多人都感受到电影的魅力以及
蓬勃的中国电影市场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对
电影、对影视有梦想的人越来越多，社会需求
也越来越大。”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侯光明
认为。

今年，报考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
业的考生比去年增加了 3000 多人。该校播音
主持艺术学院副院长李洪岩分析，报考人数
增加可能与传媒行业受社会关注、传媒素养
和文化传播能力受重视有关。

此外，侯隽分析，今年报考人数猛增还与
“双一流”学科建设密切相关。去年，传媒大学
的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入选我国“双一流”建设
学科名单，学校今年招生的 19 个专业中有超
过三分之二的专业都属于戏剧与影视学学
科，“这对考生有较大吸引力”。

报考需理性

艺考不易，其背后是考生耗资不菲的训
练以及辗转多地备考、应考的辛劳。然而，记
者采访发现，考生们并非都是为艺术而来，一
些人对所报考的专业并不了解，盲目报考的

现象依然存在。
部分考生坦言，参加艺考是因为学习

成绩一般，考虑到将来好就业，才在父母或
老师的劝说下突击培训，前来应考，有考生
甚至在考场直接弃考。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表演专业负责
人李立宏表示，报考人数增加说明专业获
得更多考生和家长的认可，但也有相当多
学生的报考可能不太实际。“他们对未来专
业发展、从事的职业都不了解，可能是受到
社会、家庭等多种因素影响。艺考这些年还
是有些‘虚火’的。”

“艺考需要有备而来，不能一拍脑袋就
要去参加。如果仅仅是临阵磨枪，在考试头
三月赶紧准备，我觉得这个就叫‘不靠谱’。”
孙立军建议，考生在报考时要理性，做好人
生规划，要有追求艺术的愿望并且平时就
要对想选择的行业勤做功课。

一些考生和家长认为，艺术专业可能
分数低、门槛低，是高考的捷径。然而，近年
来各大院校在艺考中越来越重视学生文化
素养、学习能力等综合素质以及高考文化
成绩，今年依然如此。

“可能很多考生和家长认为艺考简单，
其实艺考生付出的辛苦更多，而我们在招
考中除了对专业有要求，对文化知识要求
也很高。”侯隽说，“艺考不易，作为艺考生
首先是自己要有兴趣，不是为了高考少几
分，而是真正喜欢才能考出来。”

有的院校表演专业报录比高达 327 比 1 ，盲目报考现象依然存在

揭秘艺考持续火爆背后的喜与忧

惠
台
力
度
空
前
条
条
打
动
人
心

台
湾
舆
论
和
学
者
高
度
评
价
大
陆
三
十
一
条
惠
台
措
施

 2 月 27 日，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
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在飞竹镇接受群众来
访。

当日，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纪委监
委春季下乡接访活动在全县展开，就福
州市当前集中整治的涉黑腐败问题 、扶
贫惠民领域违纪违规问题 、歪风陋习违
规违纪问题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民生领域“微腐败”问题、村级党组织
软弱涣散问题等六大类问题现场受理群
众信访举报。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王烁)作为全国较大的行包运输中转
站，郑州车站行包车间肩负着一天 24 小时 167 趟列车行李车
的装卸运输任务，如何将行李、包裹安全及时运送到旅客、货主
的手中，是车站行李员每天必须认真完成的一项工作。2018 年
春运期间，记者走访郑州火车站，记录下春运另外一道风景
线——— 行包车间的故事。

“鲜为人知的行包车间，见证了完整的春运‘发展史’，旅客行
囊的‘减负’，它感受最为深刻。”郑州火车站行包车间副主任邵先
亮说。

“以前的行李又大又笨，锅碗瓢盆、被褥、书籍、家具，过年都
(有人)要扛回家。”装车行李员刘志强回忆道，由于列车停靠时
间有限，每站货物随客有上有下，“行李房”干活的都是百米冲
刺、见缝插针，拉着四五米长的大板车在站台上到处跑，“既是行
李员，又是现场战斗员，哪顾得上衣服满是灰尘。卸货后的包裹
在仓库里堆成一座小山，每次找货都是头疼事。”

在全路行包系统中，有句行话叫“郑州是个筐，啥货都能
装”。“要把一件货物安全、及时地从一站装运到另一站交送到旅
客、货主手中，这期间需要承运、装卸、中转、交接、保管、交付六
大环节，各个运输环节层层相扣，缺一不可。货物运输说起来简
单，真正干起来，这些中间运输环节就复杂得多了。”邵先亮说。

春运期间，每当人们提起地处全国路网十字中心，贯穿祖
国东西南北的郑州车站时，首先浮现脑海的莫过于这个“大枢
纽”里人山人海的“春运画面”，而郑州车站不单是旅客中转的大
枢纽，也是全国最大的行包中转站之一。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今
年春运，郑州车站行包装卸总办理件数将达到 60 多万件，日均
办理 3 万多件，行李装车员需要连续工作 20 多个小时，平均每
个班次装车 10 列，经手 1000 余张票据、装出货物 2000 多
件……这一连串数据的背后，是一支为确保货物安全运输的钢
铁劲旅在默默地昼夜守候。

“每次听到列车预报后，我们要从中转库的二楼一路小跑到
站台接车，一天下来要反反复复跑上至少 20 个来回，行李车编
组也不一样，常常要南头、北头来回跑。”接车行李员何淑珍擦了
一把头上的汗，拿出了张写得“密密麻麻”的接车车次表，“如果
碰见列车晚点，原本要接的车和正点列车出现交叉重叠，我们
还要赶快给行包调度员汇报，安排其他同事‘代劳’，一天下来我
们这岗位除了吃饭基本回不了屋。”

春节前后，公路货运几乎都停了，货运的压力就到了铁路
这里。一张张票据记录的不单是货物信息，更是行包人严谨细
致、默默无闻的真实写照；一滴滴淌下的汗水反映的不只是工
作的辛劳，更是铁路服务百姓出行的无限热忱；一件件货物的
终点代表的不单是运输任务的完成，更圆了千千万万旅客货主
的等待和期盼。

“春运 40 年了，中国在变，春运也在变，旅客手拿的行李也越
来越轻便。不过有一点不会变，那就是在一代又一代的铁路人的
努力下，旅客回家的路一定是越走越舒坦、自在。”邵先亮说。

旅客行囊减负

这里感受最深

春季信访到乡村

新华社呼和浩特 3 月 1 日电(记者李仁
虎、殷耀)记者近日获悉，内蒙古自治区政府
以近年来少有的力度，精简整合各类议事协
调机构，将原有的 314 个领导小组精简为 15
个。

自治区政府秘书长包振玉介绍说，为进
一步转变政府系统工作作风，提高政府工作

的效率和质量，2017 年 10 月以来自治区政
府大刀阔斧开展了领导小组精简整合工作。

经了解，此次精简保留或合并成立的 15
个领导小组，涵盖了政府工作的主要方面。如
安全生产、防汛抗旱、边防、综合经济、推动重
点领域改革、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社会事业、
“三农三牧”、保障和改善民生、生态文明建设

和环境保护、财税金融、民族事务、公共安全、
对外开放合作、法治政府建设等。

包振玉说，为了依法处理好领导小组和
政府的关系，加强对议事协调机构的组织领
导，所有领导小组由自治区主席负总责，分管
副主席负责相应专项工作，各成员单位主要
负责同志为领导小组成员。

此次精简整合领导小组，建立了集约高
效的运行机制，进一步突出了领导小组重在
协调的职能，为促进依法行政和规范政府决
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如将产业结构调
整、工业园区建设、云计算产业发展等 34个
领导小组整合并入自治区综合经济工作领
导小组。

从 314 个到 15 个，内蒙古大刀阔斧精简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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