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末年终，又到了各行各业盘点总结的时
候。作为2015年最耀眼的行业之一，互联网行业
继续爆发式增长，从Ｐ２Ｐ、股权众筹到互联网保
险、第三方支付，再到不久前刚结束的世界互联
网大会，这一年，行业内发生了诸多影响行业发
展的事件，透过这些事件，可看出互联网正在从

“野蛮生长”向有监管有规则的方向发展。（10月
27日新华网）

今天的世界，不是处在互联网之中，就是处
在通往互联网的路上。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
其明显。今天的中国，网民接近7亿，网站多达413
万多家，互联网经济GDP占比达到7%，前景广阔。
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化工具，已不可阻挡地渗透
到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进
程之中，也深刻改变了经济的发展方式、社会的
交流结构和人们的行为模式，影响着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发展趋势。从这个意义上，作为人类文明
的新疆域，网络空间不应沦为“法外之地”。

有人说，自由，是互联网的精义之一。的确，
一方面，在诉求表达上，互联网给人们搭建起了
沟通的桥梁，打开了信息传播的窗口，为公众的
个人表达营造和发展了新的公共空间、途径与方

式；另一方面，在选择自由上，互联网也为人们衣
食住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和空前的多样性，动
动手指就可以购物，可以打车，可以预约服务，已
经成为大多数人的日常行为。

互联网带来了自由，也打开了“潘多拉之
盒”。互联网虽然是无形的，但运用互联网的人们
都是有形的。在多年的互联网发展中，网络语言
暴力、谣言传播、电子诈骗等多种不法行为，也难
免掺杂其中，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安全、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某种程度上，也损害了
人们应有的自由度。自由是我们的目的，秩序是
我们的手段，越是要自由，就越是要秩序。在一个
拥有12亿手机用户、6亿微信和微博用户，每天产
生300亿条信息的网络大国，人人都想自由地发

言、交易，这恰恰是要强调网络秩序的理由。
治网之道，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依法治网。比

如规范网络言论，让交流对话变得明亮有礼，需
要秩序的规制；约束网络犯罪，需要法律进行规
范裁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集中整治网络谣
言、打击网络犯罪、打击网络色情，保护网民的合
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目的就是努
力让网络空间逐步清朗起来，为人们的正常网络
行为提供更加充分自由的施展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
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自由是秩序
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如此，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才能规范有序，网络空间才
能书写出更加开阔清朗的明天。

正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人口计生法修
正案草案拟作出修改，无论生育一个还是两个子
女，只要符合规定，都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
励。草案第三条将修改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
育子女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
其他福利待遇。”（12月27日《人民日报》）

按照之前规定，延长生育假作为一种奖励政
策，只有晚婚晚育且生育一孩的女性可以享受，
这是调控生育的一项工具，无法体现国家对公民
权利的尊重和对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但如果沿
用之前的政策思维，将延长生育假作为对生育二
孩夫妻的奖励，则是对只生育一孩者的不公平，
也无法体现国家政策的公共情怀。

从政策本意理解，生育假不仅仅是奖励政
策，更是善待育龄妇女和婴儿的福利政策。在全
面放开二孩的语境下，势必淡化生育假的奖励因
素，更加注重其福利因素，更强调其公共性和平
等性，不因人而别，不因一孩或二孩有别。总之，
生育假关系着育龄妇女，婴儿以及生育家庭的权
利，与其他假期有本质区别。不分一孩还是二孩，
均可无差别地享受延长生育假这一福利，体现国
家在善待特殊群体上的责任与担当，更是平等对
待社会成员的良法善治。

面对记者5天刷票失败而黄牛1分钟内却
能搞定的境况，公众的疑问随之而来：一
者，黄牛秒杀票源如同探囊取物，任性的背
后有没有一个利益共同体？是谁秉持鸵鸟思
维对之“视如不见”？二者，针对铁路部门
推出的新招，黄牛是如何迅速掌握破解之道
的？及早解开这个谜团，并及时进行技术升

级，理当成为当务之急。三者，打击黄牛当
然要靠法律，可当下“处以15日以下拘留、
200元以下罚款”的罚责既无震慑作用，而且
由于流动性大、隐蔽性强且很难“人赃俱
获”，这怎能为“票贩子”树立一个明确清
晰、广而告之的法律警示？（来源《广州日
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提高户籍
人口城镇化率，就是要着力打破农民进城的种
种体制障碍，让他们真正在城市“安家落户”。
然而，近日四川省统计局对成都、绵阳等9个城
市进城务工人员调查显示，53 . 8%的受访者不
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12月27日《人民
日报》）

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并不是要让
所有农民都成为市民。保留适度农村人口，对
城市对农村都是一件有益的事。特别是对一些
具有农村情结的农民来说，应该尊重他们不愿
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的意愿。真正值得关
注的，是那些因为外在原因而不愿意“农转非”
的农民。

有专家认为，“农民工不愿‘农转非’是从
成本收益角度作出的理性选择”。按照目前房
价水平，想在城里拥有一套房，单靠农民打工
收入，几乎不可想象。即便倾尽一个家庭多年
所有，在城市拥有了一套房，由此带来的生活
成本问题，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压力。

这提醒我们，在发展上必须更加注重人的
全面发展，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努力降低
农民融入城市的成本。针对一些农民有着土地
情结，以及把土地作为“最后的防火墙”心理，
也需要进行制度探索。目前有些地方已经试
行，在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的前提下实现农民入
城，这样的制度改革正体现了这样的努力。

除此之外，还要看到影响“农转非”的文化
融入问题。现实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很多农
村父母随着子女来到了城市，但时间不长，他
们就感觉到了不适应，甚至千方百计地想要

“逃离城市”。对于这一现象，常常被简单解释
为是农民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而很少有人想
到，城市在规划设计上存在着先天不足。

目前很多城市规划都模仿西方，殊不知，
这种规划设计思路，很多时候不符合中国人的
传统生活观，也不能满足多元多样的现代生
活。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社会，人际关系往往
表现出熟络和热闹一面。事实上，对于现行的
城市布局，很多城市人都表示了不适应，农村
人会有怎样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事。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统筹生产、生
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一
个宜居性城市，必然是一个多样性的城市。从
文化上讲，乡土社会并非一无是处，乡土社会
和乡土文化的一些优秀成分，完全应该在城市
得到体现和发扬。在现代城市规划和建设中，
考虑到乡土文化的一些特点，更加注重人的交
流和生活，这样的城市对农民就有吸引力，这
样的城市其实也是城里人期望的。

不愿“市民化”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有时也
是一个文化问题。在城市发展中，更多关注人
的生活，关注农民的文化需求，才会激发农民
融入城市的热情。

作 者/ 唐春成

近日，语言文字期刊《咬文嚼字》15日发
布2015年度“十大流行语”，按照上榜次序是:
获得感、互联网+、颜值、宝宝、创客、脑洞
大开、任性、剁手党、网红、主要看气质。

每一个热词，其实都是一种真实的生活，
真切的现实。比如2015年双11，天猫全球狂欢
节全天交易额达912 . 17亿元，“剁手党”们在
疯狂采购之时，谁又能想到自己的购物方式，
某天会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而颜值这一流行
网络的热词，让人对自己的形象有了更多的关
注，并在调侃与戏谑之中，更加注重个体的修
养与情操。

简单一个词，深度概括着某种社会现象。
有快乐，有悲伤，有变革，有固守，与每个人
密切相关。热词就是中国社会的表情，我们创
造热词，又在热词中不断成长。热词就是当代
中国的记载，也是中国镜像的现实拍摄。将年
度中国以热词的形式进行盘点，更能获得情感
上的高度认同。

热词所表达的就是现实中国，而你也正经
历着这样现实的生活。只有当你去不断适应，
才会有真正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总结热词，就
是在盘点我们的生活，解读热词，就是在解读
我们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寻找我们最基本的共
识，并由此凝聚我们向前的力量。

■ 漫 画不愿“市民化”

不仅是个经济问题
□ 毛建国

热词中的中国镜像

□ 唐伟

从“奖励”到“福利”

□ 史洪举没有秩序，自由就没有保障
□ 任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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