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游戏广告乱象须立法严管

热点冷评

记者发现，虽然近期一系列政策重拳

出击，直指网络游戏的规范治理，但是另

一方面，五花八门的网络游戏广告却无孔

不入。一些广告还涉嫌虚假宣传、色情暴

力甚至赌博。网络游戏广告，已到加速规

范时刻。(9月8日北京日报客户端)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网络

游戏产业随之突飞猛进，各种网络游戏

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而为了吸引玩家，吸引消费者，一些

企业、平台却显得“吃相难看”。如一些

游戏广告就如网络时代的牛皮癣，比如

存在广告关闭按钮不好找，一不小心就

点错的问题，一些游戏广告还无处不

在。一些广告还涉嫌虚假宣传、色情暴

力甚至赌博。网游等网络广告乱象，违

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

而网络游戏玩家中有很多是未成年

人，他们更容易受到不法网游广告的欺

骗。游戏广告乱象对应着游戏行业乱

象，遏制游戏广告乱象，实则就是在净化

游戏行业，这也将有利于保护好未成年

人免受违规违法游戏毒害。

对网游广告的“重拳打击”不能打

空，要砸到重点、要点、要害。游戏广告

不能“游戏”网络、欺骗网民，视法律、

规则如“儿戏”。对此，首先需要完善网

络广告管理办法。目前广告法中并未

对游戏广告进行规定，规范游戏广告仅

能依靠行政机关的管理通知和行业协

会的内容规范。法律法规缺失、监管乏

力，是网游广告乱象得不到根本遏制的

主要原因。因此，要加大对游戏广告的

管控力度，要畅通对违规游戏广告的举

报渠道。还要提高违法广告发布者、不

法广告商、广告代言人等各方责任人的

违法成本。

■ 戴先任

时事乱炖 向教师节送礼说“不” ■ 钱夙伟

教师节临近。这几天，厦门岛内外多

所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发出“教师节不收礼

倡议书”，倡议教师节走“心”不走“礼”，让

老师过个积极向上、廉洁文明的教师节。

（9月8日《海峡导报》）

不容讳言，每当教师节临

近，给老师送礼，已经成了家

长和学生最纠结的事。大家

都送，自己不送，怕老师“有想

法”，现在也没有谁敢“怠慢”

乃至“得罪”老师。而送还有

个档次的问题。于许多家庭，

又限于经济实力，又要顾及同

学之间的相互比较，这也是个

头痛的问题。

然而，教师节送礼，本来

就没有道义的基础，因此也

就没有任何的必要。固然，

这于学生，是一种感恩的形

式，但于学校和老师，教育学生感恩，首先

是感社会之恩。老师被喻为照亮别人的蜡

烛、辛勤耕耘的园丁，对学生的付出是没有

任何回报的附加条件的，也从来就不会想

到要让学生向自己报恩。否则，也配不上

“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崇高的称号。

然而，于学生，确实应该感老师的恩，

如古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但是，感

恩一定要出于自发自愿，而且感恩也并非

就是送礼，最好的感恩，就是努力学习，积

极向上，使自己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之

人。而如果或出于形式主义，或出于从众

心理，人家都送了自己不送面子上过不去，

或为了“巴结”老师，换得老师的特别“关

照”，乃至互相攀比，不仅送礼有贿赂之嫌，

更让“感恩”庸俗化。而老师接受这样的送

礼，既让自己蒙羞，也让自己贬值。

教育的力量，来自于人格的力量。现

在向老师送礼成风，有些是出于老师的默

许甚至暗示怂恿，有意借“节”敛财，从中折

射出的正是师德危机。

无疑，教师节送礼，背离了教师节“尊

师重教”的本义，显然是教师和学生都不能

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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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动起来
能解决人生80%的问题

许多事情，总是困于想，而破于行。

与其畏畏缩缩、犹豫不决，不妨让自己先

行动起来。前行路上，答案自然会随着

时间慢慢呈现。先行动起来，能解决人

生80%的问题。把事情做成，固然很好；

不成，让自己积攒成长的经验。唯有让

自己先行动起来，步履不停，走在路上，

美好才会逐渐靠拢。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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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与中央组织部、

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法

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

行贿一起查的意见》。

《意见》强调，要组织开展对行贿人作出市

场准入、资质资格限制等问题进行研究，探

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今日本报

14版）

行贿与受贿，本是一根藤上的两个“毒

瓜”。但过去一段时期，一些地方和部门出

于案件突破的需要，往往对行贿人采取从

宽的政策。一些行贿人在交代问题后全身

而退、安然无恙，有的转身又故技重施、毫

不收敛。

行贿者并非人们想象的“弱者”，而是

贪婪的“围猎者”。他们为了谋取个人或小

团体的不正当利益，通过种种手段拉拢腐

蚀干部，使得权力由公器沦为私器，破坏了

整个社会的公平秩序，损害了广大群众的

根本权益。“重受贿、轻行贿”，无异于给腐

败“关前门，留后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受贿

行贿一起查”。补齐打击行贿的短板，严惩

“围猎者”，应该成为反腐败的新常态。

打击行贿犯罪，一方面体现在有案必

查，违法必究，加大贿赂犯罪的惩治力度；

另一方面也需要综合运用政治、法律、经

济、行政、教育、信用等手段，强化对行贿者

的事后规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监督

管理室负责人透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正

在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并就纪检监

察机关等对行贿人开展联合惩戒进行探索

实践，以提高治理行贿的综合效能。推行

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对于提高打击行贿

的精准性、有效性，推动实现腐败问题的标

本兼治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一些地方已对行贿人“黑名

单”进行探索。不过，目前行贿人“黑名单”

仍处于各自为政，地方和部门之间信息互

不联通，容易让行贿人钻空子，同时也在一

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有关方面应利

用大数据技术，充分整合资源，建立全国统

一的行贿人“黑名单”平台。

联网的同时，更要做到联动。有关部

门应借鉴失信人“黑名单”的联合惩戒措

施，推动行贿人“黑名单”实现信息共享、公

开查询，加强各行业各领域的协同配合，真

正实现“一处行贿，处处受限”。

行贿人“黑名单”亟待全国联网联动
■ 张淳艺

不必羡慕别人的生活
你也可以过得更好

常常仰望别人的光鲜亮丽，自己却

难以摆脱舒适圈的安逸；常常羡慕别人

的经验阅历，自己却不愿潜心积累，还

总把不够努力当成没有运气。与其把

精力都用来仰望他人，不如专注提升自

己。你的汗水不必人尽皆知，但你的梦

想必须时刻牢记。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