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高路

2020.5.8 星期五 责任编辑：马军/版面设计：王磊 1616

·评论
QIANJIANG EVENING NEWS

各 地 减 租 政
策 应 该 成 为

“及时雨”，在
商 户 最 困 难
的 时 候 及 时
润泽，支持商
户 走 过 最 难
熬的日子。

明 星 片 酬 降
低 不 必 然 产
生劣作，而故
事不好、制作
粗 劣 才 是 会
要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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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马 第 大 屋
的 遭 遇 警 示
我们，古民居
的 保 护 刻 不
容缓，要真正
落 实 好 对 这
些 古 民 居 的
保护，既要有
态度，还要有
方法。

5 月 7 日，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三家视

频网站联合正午阳光、华策影视、柠萌影业、

慈文传媒、耀客传媒、新丽传媒六家影视公

司，发布了《关于开展团结一心 共克时艰 行

业自救行动的倡议书》。

在这份倡议书里，影视行业“只能涨不能

降、只要利益不担风脸的不合理报酬要求”又

一次成了众矢之的。

疫情之下，影视行业受到重创。倡议书

里说，据不完全统计，疫情期间仅影视剧行业

就有大约 60 个剧组停拍，100 个项目延迟，预

计今年电视剧产量将比 2019 年减少 30%。播

出机构各项收入大幅下滑，仅广告收入平均

跌幅就超过了30%。制作机构流动资金紧张，

影视行业上市公司市值大幅缩水，仅一季度

全国就有6600多家影视文化机构注销。

由此可见，影视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承

受着压力，经营困难，把居高不下的片酬降下

来确是渡过难关的办法之一。

怎么“共克时艰共降成本”，倡议书给出

了具体意见，比如，“积极响应相关行业协会

提出的合理匹配制作成本的意见，呼吁困难

时期行业上下游、相关产业链、行业各工种、

所有影视剧组、综艺节目组齐心协力，共克时

艰，紧缩开支，慎投资，抵制只能涨不能降、只

要利益不担风脸的不合理报酬要求，回归市

场接受的合理价格。”

大家统一行动，容易形成合力。但是从

根本上看，片酬降低，还是得靠市场本身发挥

作用。行业不景气，势必会让投资减少，投资

减少又势必会压低包括片酬在内的成本支

出。所以，降片酬在不景气周期中是自然而

然的事，这个呼吁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

片酬降下来，不一定就会影响影视质量，

质量得搞上去。《武林外传》热播时，里头的

演员都是没什么名气的，低片酬，但受到大

家热捧。《士兵突击》风靡大江南北时，其中

也就王宝强大家熟悉一点。可见，好剧有底

气拒绝要价高的明星，甚至有能力捧出自己

的明星。

再比如，红了几十年的央视春晚，它给的

报酬也不高，可是恐怕很少有人会拒绝上央

视春晚。央视春晚凭的是什么？因为自身口

碑和市场地位，它不靠明星，而是明星靠它。

当然这样的例子很难复制，但其中的逻辑显

而易见。

不看重明星，要看看自己能不能发挥其

他方面的优势。很多已经成功的影视剧，其

成功原因在于剧本和制作，明星只起锦上添

花的作用。

不妨把押宝的重心偏移一下，从明星移

到作家、编剧、导演、制作人员身上，因为明星

片酬降低不必然产生劣作，而故事不好、制作

粗劣才是会要命的。

抵制天价片酬，须摆脱明星依赖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5 月4

日凌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康熙

年间的古建筑温州永嘉的司马第大屋，被一场

突如其来的大火吞噬，最终只残留下三分之二

的遗迹。

300多年的古民居，就这样毁于一场大火，

实在令人扼腕叹息。这幢古建筑有其重要的

历史与文化价值，还是居住于此的10余户村民

的家园。

这次大火，再次烧出了古民居保护的尴

尬。从全国范围来看，类似司马第大屋已被列

为文物的古民居，有部分因各种原因而得不到

妥善保护。

司马第大屋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却住着十余户居民，这无疑给保护工作带来不

少的困扰。从报道看，当地文物保护单位对司

马第大屋也有保护举措，配备有两名专职文物

保护网格员，每天对文物进行两次巡查；定期

由专人清理木头架子、柴火等易燃杂物。

但是，因为有人居住，风险就防不胜防。

事实上，半个多月前，司马第大屋西侧刚发生

过一起火灾，原因就是西侧一户人家用柴生火

时，不慎引发火灾。

冯骥才曾说过，对于古民居最好的保护，

就是采用露天博物馆式的保护。这个说法得

到文物界普遍认可。因此，针对司马第大屋

这样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理应尽早迁

出其间的居民，对其进行统一的规划设计和

保护。

早在2012年，浙江省政府就批复了永嘉县

《关于要求审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芙蓉村

古建筑群保护规划的请示》，其中指出，要合理

疏减传统村落内居住人口。

只是，不知为何，当地政府在调解失败一

次之后，此事便不了了之，至今司马第大屋还

有10余户居民。

相比一些归属清晰的文物来说，古民居的

保护所牵涉的问题确实更为复杂。毕竟，在涉

及民生时，古民居保护便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

化问题。这就要求，各地政府在保护古民居

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切实拿出能调和各方利

益诉求的方案。

司马第大屋的遭遇警示我们，古民居的保

护刻不容缓，要真正落实好对这些古民居的保

护，既要有态度，还要有方法。居民如何妥善

安顿？修缮资金如何筹措？保护与开发如何

统一协调？都需要当地政府认真考虑并落实，

也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既要有态度，还要有方法

尽管各地都出台了各种减租政策，但因政

策对私人业主缺乏激励、租用双方自愿协商难

以干预等原因，一些个体户和企业仍然面临租

金压力。（见5月7日《半月谈》）

新冠疫情给商户带来诸多压力。为减轻

商户房租压力，各地都出台了减租政策。以北

京为例，2月份出台的16条措施中就包括减免

中小微企业房租；近日又出台措施，延长减免

期限，扩大减租范围。

但从《半月谈》记者的调研情况来看，不是

每个地方都能为商户及时减租。比如有地方

给租户的通知是减免两个月房租，但仅限于告

知，尚未落实。再如，有地方优惠政策难以激

励个人房东，减租主要看“个人觉悟”，商户很

难从中受益。

按说，各地减租政策应该成为及时雨，在

商户最困难的时候及时润泽，支持商户走过最

难熬的日子。

但从实际看，减租不尽如人意。

首先，政策本身不完善。有的地方只通过

补贴国有“房东”来减租，对个人房东缺乏激

励。有的地方只为中小微企业减租，忽略了个

体小商户。有的地方减免幅度小，意义不大。

其次，政策落实不到位。有的地方存在只

打雷不下雨的情况，不能及时为商户解渴。有

的地方让基层干部当说客，一边劝解房东，一

边争取租户理解，缺乏有效实招，利益难以协

调。

其三，减租效果缺评估。一些地方减租政

策之所以与商户期待有差距，原因之一是对减

租效果缺乏评估和考核。作为一项惠商政策，

不能只是应景，还要看实际效果，看商户反应。

北京无论是完善减租政策还是减租效果，

都有示范价值。完善减租政策使得小店也能

享受减租福利。看效果，36家市管企业减免房

租约 9.8 亿元，区管企业减免房租约 7.2 亿元，

各类载体减免房租约13.8亿元。

要想让减租政策变成及时雨解商户之渴，

完善政策是基础。其中，重点应该从减租对

象、减租方式、减租效果、评估考核等方面入

手。减租对象应该将个体商户、个人租户也包

括在内，争取实现全面减租、减负。

减租方式上应灵活操作。对于国有“房

东”，既可以通过减税也可以通过补贴，以达到

减租目的。对于个人房东，应该实行先减租再

补贴，调动积极性。如果个人房东缺乏减租积

极性，不妨直接补贴商户，等于减租。

同时，各地应该委托专业机构对减租效果

进行评估，以此作为完善政策的决策依据。从

公众的角度来说，不仅关注政策更关注效果，

只有达到预期效果，减租政策中的减税、补贴

才算用在刀刃上。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大商户还是小店铺，

房租支出都是商家的主要成本之一。商户能

否挺过去，既取决于能否降低成本，又取决于

能否恢复正常经营。因此，无论减租还是刺激

消费，都应及时出招。

减租政策变成及时雨，有助于城市尽快恢

复活力、经济回归正常；能解商户之忧，方便市

民生活。

减租，切莫雷声大雨点小减租，切莫雷声大雨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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