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讣 告
慈父吴洪，市公安局离休干部，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12

月21日23时25分不幸逝世,享年87岁。兹定于2015年12月25
日8时在市殡仪馆追思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望其生前亲朋好
友届时参加。

长子：吴天祥 媳：成佳萱 孙子：吴昊伦
次子：吴天亮 媳：贾秋红 孙女：吴雨桐
长女：吴天真 婿：韩耀辉 外孙女：韩冰峰 韩妍
次女：吴天民 婿：焦传鹏 外孙：焦富海
三女：吴纪美 婿：王贤栋 外孙：王 洋 外孙媳：刘素娇
四女：吴天乐 婿：吴庆祥 外孙：孙志齐 外孙女：吴潮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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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阳 城

去年9月，凉意已开始侵袭北方，潮热
却仍在南方盘踞，不肯让出阵地。

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人流小溪般匆
忙而有秩序地流动，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水
分子。

提取过行李，匆匆向出口处走去。剧
组的司机刘师傅联系上我，说他在出口处
等我。

我的日子总是这样兵荒马乱——不是
在电脑前和文字厮杀，就是进剧组和导
演、演员等人厮杀。电视剧《爱我，你别
走》 10 月初要在东莞开拍，作为编剧，
我像护送女儿出嫁般充满了各种期待和
不安——期待的缘由不必多讲，不安来自
于担心导演、演员等人对剧本做太大的改
动，而丧失我的原创意图。

剧本和小说不同，小说是个体私有产
品；而剧本从文字变成影像，凝聚了制作
人、编剧、导演、演员等众人的心血，因
而它是集体共创。在这个集体中，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镜头里最终却只能
让一个活下来……因此开机前的思想博弈
是在所难免的。

还好，我同来自台湾的欧导以及大陆
的杨导已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彼此间熟
悉，打起仗来也是干脆利落，不用太多的
拖泥带水。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跟欧导、杨导等
人肯定住在同一楼层。委婉些讲，是便于
我们开会交流；直接些是在吵完架后，还
可以一起吃饭、喝茶、聊天，以缓和紧张
的气氛。

没想到这次最先“打上门”来的竟然

是演员。行李还没放好，某位演员就摁响
了门铃，说要和我聊剧本。几句下来，我
便明白他是想把一个 N 号的人物改成一
号，若按他的意思，整部戏就毁了。因此
对付此类人的妙招就是——面带微笑，连
连点头，说着“嗯嗯，啊啊，好，老师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我会慎重考虑的”，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晚我“被”促膝交谈到10点多。我
带的那盒大红袍都被泡去了一小半，我点
的头都可以堆积成米山了，我的“嗯嗯，
好”串成串的话都能绕地球半圈了……那
位才和我说了“拜拜”。肚子里一群饥饿的
老母鸡破笼而出了，咕咕地叫个不停，而
剧务送来的那份盒饭早已凉透了。

疲惫已被饥饿赶跑。我站在落地窗
前，看着楼下灯火通明的城市，一片茫然。

这次进组后和导演交锋的第一个回合
是一场戏的去留。剧中男三号和女二号是
一对恋人，一场激烈争吵后，男三号扬长
而去。接下来一场戏是男三号站在楼下，
无奈和心疼地望着女二号印在窗上抽动不
已的双肩……欧导说这场戏是过场戏，要
拿掉，不然会影响到后面的节奏。我坚持
这场戏最能体现立体的人性，爱到深处，
纵然有万般纠结，情还是无法抹杀的人性
中和剂……

我和欧导各执一词，争论也越来越激
烈。杨导和美工、统筹等人和稀泥不成，
便开始抽烟。不大的房间里，烟雾缭绕，
充满了战场的火药味。欧导跟着也抽上
了，看我呛得狼狈不已，这位台湾老头
得意地笑了起来，说丫头你就投降吧，不

然就算这场拍出来，剪的
时候我还是会咔嚓掉……

最终的剪辑权在导演手
里，这是编剧最无奈的事。
我拿“卫生球”眼问候了一
圈人，然后端起茶杯走了出
去。

一如既往。争执过后总
有一场“友情巩固宴”。那晚
欧导请吃饭，我趁机要挟，
同意保留那场戏就去，否则
不和你们玩。在我的坚持
下，这个倔强的台湾老头总
算让步——答应保留下那场
戏。

如此这般地争论，于开
机前一个月是家常便饭。一
个月后，《爱我，你别走》开
机，一切尘埃落定，我的

“嫁女前综合征”也悄然消
失，离组回家。

转眼一年过去了，我已
完成了另一部剧的创作，而

《爱我，你别走》也已制作完
成播出了，可那些场景仍如
一幕挂在眼前的帘子，睁开
眼睛，它便在你眼前晃荡，
伴随着风铃的清脆作响——
因为写作就是一个自我神经
的裸露过程。创作者的磨
难，是观众哭和笑的遥控器。

虽然我的理想生活方式是远离人群与
电脑，拥抱阳光和大海，但写作仍是我和

这个世界最好的情感交流。否则，我不知
道自己会不会窒息而死？

而写作，却又是那么一个伤感的爱好。

在文字和镜头里且歌且舞
□暗 香

唯有天地般浩大的舞台
才能绽放你绝世的舞姿

喜悦的音符梦幻般随风演绎
似一簇簇白色的火焰
兴奋地宣泄着内心的激情
如一道映亮苍空的闪电
万物于仰望中期待着一声春雷的炸响

从高天到大地
是一段生与死的距离
也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
你义无反顾的英姿让人惊叹

此时没有谁能够拒绝天使般迷人的
诱惑

你的轻灵你的潇洒你的高贵与圣洁

使龙吟虎啸的万里江山
恍若成了一个奇妙的童话
熙熙攘攘的烟火人间
忽然静如一位吟诗的书生

深秋的田野

犹如一场大战后的静寂
空荡中弥漫着悲壮的气息
高天仿佛修炼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大地的心事不再杂乱无章
空山一退再退

曾经炫目的色彩日趋返璞归真
秋虫的哀鸣让人心碎
哗哗的河流永不回头

偌大的田野
农人的身影落雁般孤单
逼人的寒意
让每个生命都无处躲避

一枚冰凉的枯叶
顺着我的鼻尖轻轻落下
内心深藏的江山
忽然疼痛般地抖动了一下

雪舞天下（外一首）
□郜希杰

搞书法的人，离不开帖子，经典碑帖，乃瀚海之舟，渐行道远。
快节奏的时代，厚养生而轻养心的时代，人们对于纸质书籍

的阅读和欣赏，似乎成了一种漫不经心的修饰。可是，那碑帖里
的一笔一画，生动跳跃的文字，却能使我这颗飘游浮躁的心冷却
下来，在属于自己的一分从容和安然里，寻觅着和古代先贤心灵
的对接点。这些腕下清风自然而淌的文字，那么质朴天真，不端
架子，没有雕饰，清丽典雅，实为养心之羹。

古碑法帖，千姿百态，奇趣横生，非细察不觉其异，非深琢
不得其法。“今不逮古，古质今妍”，汲碑得神，学帖取韵。墓志
的质感，晋楷的自然，水乳交融，气度雍容。楷之端庄雄伟，行
之神采飞动，草之跌宕流通，隶之波折跃腾，或提顿起伏风神洒
脱，或风旋雷激龙蛇翔空，或奇峰危石高原雪谷，或方圆并施长
扁殊姿，轻重缓急，氤氲变化，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如名师大儒
神闲气定，若仙风道骨逸气纵横，如武林侠客龙行虎步，若公孙
大娘剑器绝舞。帖中驻足，似听音乐，如赏丹青，和古贤相对而
坐，或许魏晋钟王，或许北宋苏黄，看笔下神奇，已穿越时空。
此时，心恍若长出了笋尖。

好帖如师。仿佛心底藏埋多年的话，古人早就言之在先，替
我们道出而形诸笔墨了。口诵其文，手抚其字，折服他们的化
境，相遇瞬间，灵魂摇曳，情投意合，与之俱化。沉静而且飞
扬，庄重而又调皮，婀娜而不妖媚，雄强而不莽鲁。呈现给后人
的，是玉树临风，是理性和唯美。

好帖如茶，后味余香。心，若壶，把帖深养于内，倾出醇厚
清芬。真水无香，好字生香。无论怎样形容，雨中红莲，雪踏梅
花，总有暗香徐徐，芳馨盈盈。是古人胸臆的浪漫，灵魂的纯
粹，思想的汰洗，意念的静穆。拂去岁月的尘埃，墨里行间，依
然激荡着我们的精气之神。

选帖，如择友。未必一概都好，适合即好。版本也并非都
好，版本大小，收获不一，个人倾向于大字版本，可见微知著，
详察运笔从容精妙，如宣示，如猛龙。

好帖，从来就应该静静地品、细细地临，而不是在网络上急
急如赶路似的观光走马、步履匆匆，一个快字，契合了我们的浮
躁，屏蔽了清心的桌面。静心是一种觉悟，静心是一种觉知，更
是一种对自己的挑战，我们往往屁股坐下了，而心还未坐下。而
我们心里真有了笔墨，才能懂得这黑白之美。

一个人去深山中的寺庙找禅师问道。禅师问：“你到这儿来
是干什么的？”那人说：“我是来修佛的。”禅师答：“佛没坏，不
用修，先修自己。”故事告诉我们，练字，先练自己，先修自己
的静心。让心成为一块风动石，不褪色，定脚跟，自会居高临
下，满目青山。写字不临帖，即为瞎胡写。不学古人，则无法
度；死学古人，则为匠人。规行矩步，遵法守典，可去火气、俗
气、浮躁气、江湖气，善为变化而应用。笔下无法，手下无技，
敷衍而行，墨无遗韵，有墨无笔，金玉其外。

临帖，老老实实，笔笔不苟，培植着我们的审美观乃至人生
观；选帖，折射着我们的审美取向、视野狭阔和思想高度。晋唐
以上，则为源头；晋唐以下，则为细流，格局大小，霄壤之别。
总之，不入古，不知道自己和古人一比，写的乃废纸一堆。

读好帖，临好帖，甘之若饴，幻化绕指之柔。养沉静之心，
培纯真之根，静心涉远，静水流深。日日勤临，而苟日新，积累
储油，运行无息，意念恒定，暗流前奔。

做一只长喙天蛾吧，凭着对气味的敏感，嗅出自己墨下的芳香。
让帖，贴心。贴在心扉。

把帖，贴心
□张文海

作者近照。

关于防霾妙招，网上流传着大量说
法，但内容上往往相互矛盾，很难分辨
真伪。国家环境保护部12月18日在官方
网站发布专栏文章，介绍在雾霾频发季
节，PM2.5等污染物可能引起的呼吸道
不适等有碍健康的症状反应。文章还指
出，市面上热销的防霾纱布、围巾、化妆
品和保健品等各种“神器”，卖的是所谓概
念，并不能起到很好的防霾效果；枇杷
花、罗汉果、桐桔梗、何首乌、茉莉花
等保健类茶品防治雾霾效果的证据并不
充分……对于防霾妙招，您有何高见？

【观点1+1】
@芳心云天：谈霾色变人心慌，防

霾神器来帮忙；治标不能治根本，自我
免疫要增强；减少污染我做起，胜过神器
万倍强；节能减排都有责，人定胜天保
健康。

@宋昕益-Ian：治霾，最重要的是
治本，其他妙招都不解决根本问题。我
们都不愿意每天戴着口罩工作生活，用
尽治标的方法防霾就是浪费金钱和精力。

@清静晓梅：治标要治本，我们还
是多想想雾霾从何而来吧！

@屈玉巧s：大家应该根据自身实
际情况选择防霾方法，切勿相信所谓的

“防霾神器”。政府应该对此加大宣传力
度，请专业人士向大众普及正确、方
便、实用的防霾妙招。但是，这也只是
治标之策，真正能防霾的还是要从根本
上治理污染，发动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风景城赏风景：霾来了，我们该
怎么办？我想，只能靠大家从自身做
起，积极行动，灭霾于萌芽之中。

@青天123ab：商家抓住了人们防
霾的迫切心理进行营销。其实，很多防
霾产品都是有名无实，从根源上做好节
能减排才是根本。

@秋泉12：最好的防霾办法，就是
节能减排、减少环境污染。生活中，每
一个人都要从身边事做起，节约每一滴

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践行绿色生活。
@怕羞的影子：人类欲望膨胀，把

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当成了垃圾箱。雾
霾的出现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严重警告。
我认为，公众参与、共同监督是治理大
气污染的根本动力。

@不知潇湘在何处：所谓的防霾妙
招大部分没有科学依据，有不少还是商
家为了营销搞出的概念。所以，很多防
霾妙招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对普通人而
言，防霾除了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外，还
要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劳逸结合，养
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奥特曼小豆：我们在雾霾天气要
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如果外出活动，最
好戴上具有专业防护作用的口罩，如
N95防护口罩等。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我们还可以在家里安装空气净化
器，因为相关机构测试证明，空气净化
器可以有效净化空气，效果不错。

@看新闻长知识：减少雾霾对人体
的危害，除了少出门外真的没有什么太
好的方法。其实，大街上卖的防霾产品
效果都差不多，治霾的关键是“治”而
不是“防”，希望相关部门加大对排污企
业的治理力度，莫为短期利益损害了公
众健康！

【下期话题】

冒用社保卡
75岁的邹某患高血压已有30多年，

平日要吃不少药。因邹某只参加了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药费报销比例较
少，而丈夫老周的社保卡能报销更多医
药费。为省钱，邹某便让自己52岁的小
女儿周某，拿着老周的社保卡去配药，
合计报销11376.64元，结果母女俩双双
获刑。对此，您怎么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作
日报》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麻 酩

【今日话题】

如何看待防霾妙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
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
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
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如果说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热的关键
词是“经济发展新常态”，那么，今年
这个词就一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前者重在精确总结问题，后者志
在完美解决问题。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
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
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何谓经济新常
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详
细列举了其九大特点。用一句大白话
来总结，就是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
样粗放地发展了。可是，面对经济发

展新常态，我们又该怎么办呢？今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了明确对
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所谓供给侧，自然是与需求侧相
对。投资、出口、消费是需求侧的

“三驾马车”，我国经济发展面对的一
个大问题，就是过度依赖投资和出
口，需求似乎严重不足。可是，看看
每年成倍增长的出境旅游数据，看看
国人在境外不断刷新的消费纪录，我
们就能发现，原来不是没有需求或者
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能满足需求，
或者说是供需错配。

需求侧管理认为，需求不足，导
致产出下降。所以，拉动经济增长，
需要刺激政策来提高总需求；而供
给侧管理认为，根本不需要所谓刺

激政策来调节总需求，拉动经济增
长，需要提高生产能力，即提高潜
在产出水平，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换言之，简单的刺激需求，
并没有用，关键是要改革供给，在劳
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等供给侧四
大要素上着力，调整经济结构，优化
要素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
量。

显然，供给侧改革是一种新的改
革思路，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
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
新能力等，都是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手
段。在供给侧改革的语境下，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也好，股市去杠杆防范
金融风险也好，户籍制度改革化解地
产库存也好，今年影响我们生活的各

种重要变化，其实都能折射出明显的
政策导向。

更重要的是，新常态下的“经济
病灶”变得更加清楚，“歼灭战”的目
标变得异常明确，总结起来，就是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
补短板五大任务”——积极稳妥化解
产能过剩、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化解
房地产库存、扩大有效供给、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这五大改革任务其实正
是供给侧改革在今年的具体目标。

供给侧改革是国家发展的大举
措，也是企业前进的大机遇，更是公
众眺望未来的大窗口。你在其中准备
扮演何种角色，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
属于你个人明日的“新常态”。

从经济新常态到供给侧改革
□舒圣祥

“救”价 徐 骏 作 （新华社发）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了一系列化解房地产库存的举措，
明确指出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调整营
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这
一要求顺应公众期待，符合市场规
律，对优化房地产市场结构、激活市
场需求必将产生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的房地
产市场畸形发展：一边是房地产商天
价拿地建楼，房价节节攀升；一边是
很多群众买不起房，望房兴叹。在百
姓的怨声中，国内房地产市场库存高
企，住房空置率居高不下，极大抑制
了国内消费需求，拖累了诸多行业的

健康发展。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央多次就

房地产去库存问题进行研究，体现出
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推动
相关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决心。对
此，一些房地产企业仍幻想“政府救
房市”。不过，经济发展规律表明，房
地产不可能是经济发展的“永动机”，

高速盲目扩张的老路行不通。遵循市
场规律发展房地产行业，遵循供需原
则消化房地产库存，必须挤出房价中
的水分，让房价的虚火降下来，释放
更多消费潜力。

当然，政策对房地产去库存的辅
助作用也很重要。政府在供给侧与需
求侧同时发力，在稳定房地产市场过

程中，落实好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提
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深化住房制度
改革，取消不合时宜的限制性措施
等，都有助于形成商品房的长期消费
预期。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高度依
赖高价出让土地获取财政收入，并与
房地产商形成利益共同体，这不但容
易导致房地产商“绑架”政府，也是
助推房价虚高的重要因素。从长远
看，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地方政
府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改变过去
过分依赖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最终
使房地产市场回归健康发展轨道。

降房价要出真招
□新华社记者 张 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