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调回味央视春晚 58%受访者最爱相声小品
公众认为春晚应具备三大格调：其乐融融、活泼、针砭时弊

本报记者 孙 震

实 习 生 孙 峰

春节临近， 央视春晚是除夕少
不了的文化大餐 。 在过去的30年
里 ， 春晚舞台不但成就了演艺明
星， 更给人们留下或欢笑或感动的
诸多难忘记忆。

近日， 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通
过民意中国网和手机腾讯网发起的

一项调查（102791人参与）显示，58%
受访者坦言自己最爱看央视春晚中

的相声小品等语言类节目。调查中，
90后占44.5%，80后占36.2%，70后占

13.0%，60后占3.9%。47.2%的受访者
在北方地区，47.2%的受访者在南方
地区。

看春晚已经成为一项新民俗

调查发现， 受访者观看央视春
晚的 原因 集 中 在 “陪 家 人 看 ”

（26.4% ）、 “没其他事做 ” （16.5% ）、
“习惯了”（12.7%）。还有一些人是因
为 “喜欢看 ” （4.3% ）、 “看明星 ”
（4.0%）、“节目好看”（3.7%）。

哈尔滨市民张炎（化名）觉得过
年时与父母一起看央视春晚是自己

最快乐的时光。他说，平时每个家庭

成员很难有机会都抛开琐事， 平和
地坐在一起聊聊旧事， 互相鼓励。
“当《难忘今宵》唱起，新年钟声响起
时，我都会很激动。因为它不仅在告
诉我过去值得纪念， 更提醒我新的
一年也要‘难忘’，不能虚度。”

年过六旬的广州市民李波 （化

名） 说， “退休后每年最幸福的时
刻， 就是等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儿媳
回家过年。” 在李波眼里， 春晚是
影响家人情绪的载体。 “对于每一
个中国传统家庭来说， 春节都有特
殊意义。 而通过春晚会看到国家的
发展、 社会的进步， 还有老百姓身
边日新月异的变化。”

但李波也表示， 近年来他看香
港翡翠台的春晚比较多。 除了地域
和文化上接近之外， “主要在于翡
翠台的创新比较多 ， ‘节目小而
活’ 一样能传达时代深意。”

（下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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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回家故事都鲜活生动

王晶晶

这或许是返乡路上最平凡的

一群人了。 他们散落在火车站候
车大厅和长途大巴的卧铺车厢

里， 在电视屏幕和报纸版面上，
他们往往只是一个数字 ， 一群
黑压压的人头 ， 一个转瞬即逝
的背影。

的确， 与春运路上那些骑着
摩托车、 踩着农用三轮的返乡者
相比， 这些人的经历显得太过微

不足道。 新闻筛选的大网将他们遗
漏， 聚光灯不会照在他们身上。 可
是， 每个返乡者其实都有可以讲述
的故事， 因为每个人的思念都应该
被关照， 所有的故乡都值得书写。

比如， 在沈阳火车站， 中年男
人林原旭走进一个像红色电话亭似

的小屋子。 一进门， 他就大声说：
“姑娘， 不管到哪儿爸爸永远都是
想你的 。” 说完 ， 他半天没吭声 ，
使劲搓了搓脸， 然后哽咽了。 他想
念家中70多岁的老母亲， 又挂念年
龄太小不能一起回老家的女儿 ，
“爸爸感到很内疚， 明年吧， 明年
爸爸再来看你”。

如果没有屋里的摄像机， 在摩

肩接踵的返乡路上， 可能没人会留
意这样一个普通人的心事。 今年，
中央电视台在西安、 广州、 沈阳和
重庆四个火车站设置了 “春运说
吧”， 在这个红色的小亭子里， 没
有采访者， 没有拍摄者， 只有一台
摄像机， 每个返乡者都可以在里面
讲述， 他们的故事将有机会在新闻
中播出。

这些平日里谨慎、 沉默、 矜持
的人们， 刚进门时连摄像机镜头在
哪都找不到， 但很快就开始大方地
分享自己的心情。 一个小伙子搂着
身边的姑娘， “这是我女朋友， 你
们觉得我们是不是特般配？ 我脖子
上的围巾是她给我织的第三条 。”

一个中年男人用手捂住眼睛， “老
婆， 等一下我就上车了……这么多
年你辛苦了。” 一个年轻的媳妇擦
着眼睛说 ， 自己已经两年多没回
家， 现在激动得都感冒了。

在这个小小的 “春运说吧 ”
里 ， 你能看到那些鲜活生动的面
孔， 听到那些细小的期盼， 触摸那
些真实的感动 。 于是 ， 春运不再
是数亿次的客流 ， 成千上万的车
次 ， 而是一个个曾经被忽视被掩
盖的故事和声音。 技术打破了话语
权的垄断， 它给了沉默的声音以表
达的机会。

参与记录返乡的， 不仅仅是央
视的摄像机， 更有一些民间行动。

一个名叫 “还乡计划” 的摄影活
动， 号召每个普通人拿起手机，
记录自己回家的路。 活动的发起
者在网上募捐二手智能手机， 把
它们发给外出务工者， 教他们如
何使用， 告诉他们如何注册社交
网络账号， 如何在网络与人分享
交流。

技术让沟通无限制， 技术也
设置了门槛 ， 将一些人隔离在
外 。 而那些被隔离的 “他们 ”，
往往又是被忽略的沉默者———不

管在现实世界还是互联网上。 当
技术的阻碍被跨越， “他们” 将
涵盖更多的内容与叙事。

（下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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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消息竞赛

全国学联下发指导意见

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建设
本报讯（记者李立红）为深入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促进高校改革
发展有关精神， 全面落实共青团十
七大、全国学联二十五大精神，发挥
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在新形势下巩

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
促进大学生成长发展等方面积极作

用， 同时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高校
学生会研究生会存在的薄弱环节和

突出问题，全国学联日前下发《关于
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建

设的指导意见》。

《意见》指出，高校学生会研究
生会是高校学生自我服务、 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的主体组织，是高校党
政联系广大同学的主要桥梁和纽

带，是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完善学校
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方面。 长期以
来，在党的领导、团的指导下，高校
学生会研究生会在团结和引导广大

同学紧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服务同学成长发展、维护同学切
身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
时，相对于党团组织要求、高校改革
发展趋势和广大同学期待， 仍存在

一些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 亟需引
起重视， 切实予以解决。《意见》强
调， 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要始终坚
持党的领导和团的指导； 坚持依照
国家法律法规、 学校规章制度及学
联和学生会研究生会章程， 倡导和
组织自我服务、 自我管理、 自我教
育；坚持以同学为本，从同学中来，
到同学中去；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
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提高工作实效。

《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高校
学生会研究生会建设， 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

党中央有关文件精神， 以引领广大
同学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
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锤炼
高尚品格，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为核心， 坚持
不懈地用中国梦筑牢同学共同思想

基础， 务实有效地服务同学全面发
展， 合理有序地表达和维护同学正
当权益， 不断增强在同学中的吸引
力凝聚力， 努力将高校学生会研究
生会建设成为根植同学的共同家

园、 凝聚人心的温暖集体、 运转高
效的网络体系。 （下转6版）

浙江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入学入伍就业无需报告

本报杭州1月27日电 （记者董
碧水 通讯员范跃红） 这几天， 已
经放寒假回杭州的上海某大学大一

学生小吴和家人一起开心地准备马

年春节。 因犯罪记录已被杭州市江
干区检察院作技术封存， 他所在的
社区、 学校没人知道他高中阶段的

那段盗窃 “前科”。
像小吴这样的幸运儿将不再是

个例 。 由浙江省检察院等12个部
门联合出台的 《浙江省未成年人
犯罪记录封存实施办法 （试行 ）》
（以下简称 《实施办法》） 今天正式
施行。 这个被称为浙江省保护犯罪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2014年 “一号
文件”， 由浙江省检察院联合省委

宣传部、 团浙江省委、 省公安厅、
省高院、 省司法厅等11个部门共同
制定。

总共21条的 《实施办法》 明确
指出， 对于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
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以及

免于刑事处罚的未成年被告人， 法
院、 检察院、 公安、 司法行政机关
应当对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封存的

犯罪记录包括立案文书 、 侦查文
书 、 检察文书 、 审判文书 、 刑罚
执行文书等法律文书 ， 以及其他
从立案侦查到刑罚执行完毕整个

刑事诉讼活动中形成的相关案件

材料。
《实施办法》 指出， 对可能符

合犯罪记录封存条件、 未成年人与
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 公安机关

一般应当分案移送审查起诉， 检察
机关一般应当分案提起公诉 ， 法
院一般应当分案进行审判 。 案件
的起诉书 、 判决书等相关法律文
书不得公开 。 在新闻报道 、 法制
宣传等活动中， 一般不得使用被封
存的犯罪记录内容； 确需使用的，
不得公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被告
人、 罪犯的真实姓名、 家庭住址、

所读学校等可推知其真实身份的信

息等其他保密措施。
《实施办法》 要求法院 、 检察

院、 公安、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
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

存档案库 ， 并实行专门的管理及
查询制度。 对于犯罪记录封存的
未成年人 ， 封存决定机关应告知
其在就学 、 入伍 、 就业的时候 ，
免除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的

义务。
同时 ， 为了免除有关犯罪未

成人及其家属的后顾之忧 ， 《实
施办法 》 还明确要求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保障被封存犯罪记录

的未成年人在入学 、 复学 、 升学
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受同等

待遇 ， 不得将有关法律文书归入
学生档案。

在过去30多年历届春晚演员中， 谁给大家印象最深刻？ 民调显示， 受访者提及最多的是陈佩斯、 朱时
茂。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著名民俗学者萧放认为， 当今社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 但矛盾可以通过诙谐的方
式表达出来， 就像上世纪80年代相声很红火， 当时就有很多针砭时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段子。 “央视春晚
应该更加平民化， 反映老百姓的诉求， 内容应具有更多的讽刺性和娱乐性。”

新春走基层

本报记者 惠 滢

这两天， 山东省沂南县马牧池乡东柳沟
村大学生村官侯合雷 “最重要的任务”， 就
是在田里拔芹菜。

因为东柳沟村的芹菜“供不应求”，他便
跑到大棚里帮村民拔菜。但半个多月前，村民
们还深陷芹菜很可能烂在地里的恐惧中。

东柳沟有蔬菜种植生态园， 村里遍布着
高低不一的大棚， 由于今年天气暖和、 光照
充足， 芹菜长得又好又多。 现在这个季节正
是芹菜收获的时候， 往年， 1月4日左右芹菜
基本都销售了一半， 但今年村民只能看着芹
菜 “丰产不丰收”， 找不到买家。

原来， 前一年的芹菜在当地卖到两元一
斤 ， 引发农民大量种植， 加上这一年的丰
产， 导致芹菜供大于求。 此外， 单纯依靠小
商贩到村里收芹菜， 也造成了被动局面。

一时间， 如何把芹菜卖出去成了东柳村
的 “头等大事”。

在村里看望困难户时， 山东省委组织部
驻东柳沟村 “第一书记” 张健了解到芹菜
“丰产不丰收 ” 的情况， 立即跟村 “两委 ”
一起找对策。 讨论中， 侯合雷提出了 “微博
卖菜” 的想法。

实际上， 侯合雷此前也没用过微博， 但
他在网上搜索了很多优秀大学生村官带领村

民致富的事迹和经验 ， 觉得利用新媒体手
段， 结合本村实际情况， 通过微博卖芹菜，
或许是个不错的办法。

这个90后大学生村官的想法， 很快得到
了张健和村 “两委” 干部的支持。

说干就干。 在挨家挨户摸底、 了解了村
里芹菜的滞销情况后， 1月8日， 小侯在新浪
微博正式开通了 “东柳沟芹菜” 账号， 对村
里芹菜的情况进行了介绍， 并留下了自己的
联系方式。 因为是第一次接触微博， 小侯还
事先向平时用微博的同学请教， 得到了一个
“传播秘诀” ———@粉丝量较大的本地官方
微博账号。 （下转6版）

西湖高档会所：酒楼变茶馆
茶艺表演队的演员在给 “最美西湖人” 敬茶。
1月27日， 杭州高档会所 “西湖会” 换上大众化的 “开心茶馆”

牌匾。 当日， 位于杭州西湖十景之一的 “曲院风荷” 内一家高档会所
“西湖会” 摘去 “荷香酒溢” 的匾额， 挂上 “开心茶馆” 的招牌。 转
型后的 “西湖会” 从一家高档经营场所变身为服务大众、 经营大众餐
饮的 “开心茶馆”。

截至目前， 西湖景区已关停30家高档会所， 并陆续将这些高档
会所转型成大众化的服务场所。 吴元峰/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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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团组织新春送温暖
1月27日， 广西扶绥县渠黎镇碧髻村的留守儿童和父母在游园活

动中度过一个欢乐的下午。
当天， 以 “中国梦·家乡情” 为主题的广西共青团新春送温暖暨

联系服务农村青年月活动在扶绥县举行， 主办方为基层群众送去新春
对联， 并举办了游园、 青年创业沙龙等活动。 广西青联的艺术家为村
民送上了精彩表演。 此次活动由团广西区委、 广西青联、 广西青企协
等组织开展。 本报记者 谢 洋摄

■3版 教育·科学

■5版 经济

■12版 屋檐下

下放学术权力
让科研细胞活起来

削减三公经费
各地答卷是否合格

路上的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