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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 三论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大众日报创刊80周年重要批示精神

□大众日报评论员

加强改革创新，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
批示中提出的明确要求。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必须进一步加大改革
创新力度，以改革创新引领新时代舆论工
作，用更多导向正确、表达新颖，有思想、有
温度、有情感、有品质的作品，唱响主旋律、
壮大正能量，激励全省人民沿着走在前列的
宽阔大道奋勇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和新闻舆论

工作改革创新高度重视，明确指出“做好
宣传思想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
要创新”，强调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坚持“创
新为要”，“推进理念、内容、手段、体制机
制等全方位创新”。总书记这一系列重要
论述，体现了我们党对新时代新闻舆论工
作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深刻把握，对于我们
做好新闻舆论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
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价值观念多元多
样，传播格局出现深刻变革，舆论生态发
生重大变化，这对我们新闻舆论工作者紧
跟时代步伐，在“守正”中“创新”，创造性
开展工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过
去那种“一篇通稿打天下”的思维，那种口
号式、机械式的表达，那种传统媒体、新兴
媒体相互分割、界限分明的媒体格局，已经
远远落伍于这个时代。
从山东实践来看，加大新闻舆论工作

的改革创新力度，是我们讲好山东故事、
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必然要求。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以来，全省广大新闻舆论工作

者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
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省委的一
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从整合媒介资源到优
化生产流程，从推进技术升级到丰富报道
手段，从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到推动媒体深
度融合，以富有成效的改革创新举措，推
出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重大主题宣传报
道，提供了一大批高端优质的内容供给，
传递出山东思想解放、观念变革、改革开
放再出发的坚定决心，形成了强大舆论声
势，取得了良好舆论效果。但我们也必须
看到，我省新闻舆论工作还有很大提升空
间，创造性贯彻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和新
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还有大量工作要
做。只有进一步加大新闻舆论工作改革创
新力度，用改革创新铺就一条壮大主流舆
论的宽阔大道，才能真正发挥出宣传思想
工作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巨
大作用，汇聚起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的
磅礴力量。
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要大力提

升舆论热点引导水平。各类热点、焦点、难
点问题，关注度高、牵扯面广、影响力大，
是对新闻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最直接的
检验。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注
重时度效，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
略，引导人们以理性科学的态度去对待。
要通过科学设置议题，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让该热的热起来，该冷的冷下去，该说
的说到位。要抢抓突发事件的“第一落
点”，注重传播“首发效应”，在真实准确的

前提下先声夺人、首发定调，决不能火上
浇油、推波助澜，决不能“谎言已经跑遍半
个世界了，真相还在穿鞋”。
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要大力创新

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是软实力和巧实力的集
中体现，决定着话语权的强弱。新闻报道想
让人看，让人爱看，既要有铁的事实、好的道
理，还要有耳目一新、引人入胜的表述，取得
“可看、好看、想看”的传播实效。要用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讲述好故事，多说群众
听得懂、愿意听的话，多一些“沾泥土”“带露
珠”“冒热气”的文章，既要善于挖掘事实，阐
述道理，也要善于提出概念、形成标识；既要
端庄大方，又要和蔼可亲，以贴近实际、贴近
群众的鲜活表达和生动表述，切实解决好
“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
的问题。
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要大力推进

媒体融合发展。媒体融合发展是新闻舆论领
域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是不可逆转的发
展大势。要按照“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总
要求，适应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
传播技术深刻变化的形势，通过理念、流程、
组织、体制、机制、文化的创新再造，推进新
闻生产各领域的全面革新，着力打造形态多
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要进一步整合资源，打通各类传播渠道，尽
快实现内容生产、技术运用、平台呈现、队伍
建设、管理服务的共享融通，以强有力的媒
介要素整合，提升主流舆论全媒体传播效
率，抢占传播制高点，不断开创新闻事业发
展新局面。

“房贷还到80岁”是一把双刃剑

禁止有害APP进校园盼长效机制

■观察家

巷 议

“咳嗽务必掩好口鼻，不要溅到他
人身上”。近日，有网友反映，武汉市新
洲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医疗互助办
事窗口，有这么一个“霸气”的提示牌，
让市民不舒服。(1月3日《长江日报》)
一块小小的提示牌上了热搜，网

友支持的、反对的双方各执一词，这
是相关工作人员没有想到的。从语气
上看，提示牌上面的“务必”等字眼，
让群众产生不适，故而引起投诉。然
而从内容来看，则是对一种卫生常识
的重申，一些有不文明行为者应当反
思。对这一事件整体来看，就是工作
人员和市民都应反思，齐心协力，促
进作风和文明双提升。 斯涵涵

对“酒瓶寻亲”
多点肯定少点苛责

□冯海宁

有过购房按揭贷款经历的人都知道，银
行对贷款年限有严格的规定，不是你想贷多
少年就能贷多少年。比如一些临近退休的中
老年人，可贷年限就很短。不过，杭州某银行
近日悄悄调整了房贷政策，规定房屋按揭贷
款最长可贷到80周岁，一举打破了贷款人最
高年龄纪录。（1月3日《钱江晚报》）
目前，我国多数银行规定房屋按揭贷款

最长可贷到65周岁，少数银行规定最长可贷
到70周岁。而杭州某银行则大幅延长了十几
年，即房屋按揭贷款最长可贷到80周岁。由于

老年人群收入比较有限，而且随着年龄增长，
生病几率大增，其还贷能力必然呈下降趋势，
对银行来说有风险。但杭州某银行并不担心
风险，因为这是“接力贷”，当老人丧失了还款
能力，由其子女接着还。
就眼下来看，这种可以还到80岁的“接力

贷”，既有利于银行——— 在楼市成交整体趋
缓、房贷业务量下滑的情况下，这种新业务可
提升银行房贷业务量增加银行收入；也有利
于购房人，60多岁老人也有贷款买房的权利，
也有改善住房条件的意愿。但从长远来看，这
种房贷也存在弊病。比如，有可能降低贷款老
人的生活质量，还可能会引发纠纷，要么是贷
款老人和子女之间会因为房屋产权出现纠
纷，要么是继承人之间会因为遗产处理问题
发生纠纷。就法律层面而言，杭州某银行规定
房屋按揭贷款最长可贷到80周岁，并不违反
现行规定。但这显然是一把“双刃剑”，对此需
慎之又慎。

□何勇海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严禁有害
APP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要求开展全
面排查，建立学习类APP进校园备案审查制
度，坚决防止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今
后凡未经备案审查的学习类APP一律禁止
在校园内使用。（本报1月3日A22版报道）
建立学习类APP进校园备案审查制度，

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是净化“互联
网+教育”育人环境，防止有毒有害信息侵蚀
校园、侵害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迫切需要。

同时，也是避免学习类APP给学生增加额外
学业负担、给家长增加不必要经济负担，防
止个人及家庭信息泄露的需要。
近年来，做作业、查成绩、上网课等中小

学学习类APP纷纷涌现，呈泛滥之势。其实，
针对相关问题，对APP并非一刀切，全部禁止
进校园，而要建立使用管理的长效机制。这
次下发的通知也明确，要逐步建立学习类
APP使用管理的长效机制，发挥好现代信息
技术促进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有益作用。而
要建立长效机制，就要以问题为导向，完善
监管机制、审查机制、监护机制。

如何找到孩子，如何让更多人知
道失踪孩子的信息？重庆某酒厂的负
责人肖独峰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
酒厂联合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
会及其旗下宝贝回家寻子网，拿出11
万余瓶定制小酒，将走失孩子的信息
印在产品的外包装上，拟发布1000条
失踪儿童的信息，以此帮助他们找到
回家的路。（1月3日《重庆晨报》）
这项活动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和

非议。有人说活动炒作意味太明显，让人
反感；还有人说，这是对失踪儿童的一种
利用。然而也要看到，这种方式对寻找失
踪的孩子，是有益无害的，理应多些宽容
与肯定，而不应过于苛责。 天歌

“咳嗽捂口鼻”告示
警示作风和文明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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