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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会议长禹元植
7日晚宣布，因参加弹劾总
统尹锡悦动议案投票的议
员人数不足，该动议案未

获通过。
禹元植在国会全体会

议上说，截至当地时间晚9
时 20分（北京时间晚 8时
20分），参与弹劾总统动议
案投票的议员共195人，未

达到所需的200人。
按照相关程序，弹劾

动议案若要在国会通过，
需在国会总共 300个议席
中获得至少三分之二议员
支持，即200张赞成票。

此外，韩国国会7日下
午就涉总统夫人的“金建希
特检法”进行投票，因未达
到所需的三分之二以上赞
成票，该法案未获通过。

当天，韩国国会300名
议员全部参加投票，法案获
198票赞成、102票反对。

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
党第三次向国会提交的

“金建希特检法”于 11 月
14日在国会通过，但因总
统行使否决权，法案被退
回国会进行再次表决。根
据程序，再次表决时，需要
过半数国会议员出席且三
分之二以上出席议员赞成
方可通过。

金建希被指控涉嫌在
2009 年至 2012 年间参与
操纵宝马汽车在韩经销商
德意志汽车的股价、干预
公职选举等。

韩国总统尹锡悦弹劾动议案未通过
海都讯（福建日报记者

张颖 通讯员 陈勤思） 记
者近日从省交通运输厅获
悉，今年1—10月，全省交通
固定投资保持稳定，完成投
资 862.54 亿元，同比增长
0.3%，超序时进度 2.9 个百
分点。进入年底，全省交通
重大项目全力冲刺，掀起攻
坚热潮。

G228 线长乐鹏程至仙
岐段公路建设现场，装载物
料的运输车来回穿梭，摊铺
机、钻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有
序运作，正在进行右幅道的
沥青水稳铺设以及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等施工。该项
目是我省“八纵十一横十五
联”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网

“纵一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 2023年 6月开始施工，目
前已接近尾声，左幅已通
车，预计将在2025年春节前
实现全线通车。

国道235线永定闽粤界路
段项目现场，工人有序分工、抓
紧工期、大干特干，建设界碑和

绿化景观、平整生态停车场。
该项目总投资约3900万元，路
面“白改黑”8.2公里，路域提
升19.76公里。据介绍，项目
整体完成了90%，预计12月10
日前全面完工。

交通运输重点项目建设
是稳增长促投资、全面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部署的重要举
措，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压舱石”和“加速器”。今
年以来，全省交通运输系统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
部署，紧盯年度目标任务，实
施交通建设攻坚会战行动，
对在建重点项目“一对一”调
度，对年度攻坚项目全周期
督促、全过程考核。大力推
动国道G228滨海风景道建
设，泉南高速桐坑出入口等
15 个重点攻坚项目全面完
工，武沙高速南平段等26个
重点攻坚项目正在加快推
进……我省确保年度公路水
路投资 1000 亿目标顺利完
成，让项目早竣工、企业早投
产、群众早受益。

全省交通运输项目年终冲刺
1—10月完成固定投资862.54亿元，多个重大项目力争年前完工

一些艺术从业者自购
牌匾、荣誉证书的现象较
为常见，这股歪风会带来
怎样的危害？又该如何刹
住这股歪风？

对此，浙江省委党校
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主任
林晓珊教授分析，一方面，
虚假“大师”“艺术家”践踏
社会诚信机制；另一方面，
追求虚名实则是物化艺
术，滋生虚荣、浮躁、拜金
等不正之风，给社会带来

“精神污染”。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张君律师认为，

商业机构未经授权颁发此
类称号，涉嫌伪造国家荣誉
称号。如果利用民间商业
性荣誉称号营销或牟利，
实质上是通过虚假宣传来
误导消费者，使其作出错
误消费决策。这一行为违
背反不正当竞争法，违反者
会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
被处以罚款等。

此类头衔屡禁不止，
需要相关部门联手推出切
实可行的药方，对症下药。

林晓珊认为，荣誉评
价机制、胜任条件等，需要
进一步健全和严格规范。

“首先要从源头上避免此
类评选过多，防止评选沦
为钱权交易的附属品。其
次，全社会要坚决抵制买
卖‘国宝级大师’‘优秀人
民艺术家’等虚假荣誉。”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
发展学院助理教授、社会
学博士于志强建议，要对

“大师”级评选及其社会活
动、发声建立严格的荣誉
评价、保障以及监管体
系。全社会应淡化“大师”
名头，不以“大师”评价个
人素养，让真正的大师回
归学术。

“售价低则1000多元，高则3000元以上，优秀人民艺术家、国宝级大师……”

这些“荣誉称号”谁在买？谁在卖？
N央视网 潮新闻

只需花费数千元，就能收到一张证书成为“优秀人民艺术家”“国宝级大师”……
在艺术圈，滥造荣誉称号的乱象依旧存在。

随着记者深入调查，一条买卖荣誉头衔的利益链逐渐显现。一些社会机构开展
收费评比活动，不看实际艺术水平，只看出价高低，只要价码到位，立即颁发“证书”。
有的不需要参加评比，只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和作品照片，就能戴上艺术界的“高帽”。

近日，有求职者在找工
作时发现，湖南某大学美术
学院用“多位教授获得‘人
民艺术家’等荣誉称号”的
话语在进行宣传与高层次
人才招聘。

记者在该学院官网看
到，该校朱某某和王某某两
位教授的个人简介页上均写
着获得相关荣誉称号，朱某
某获得的是“国务院人民艺

术家”，王某某则是被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授予

“优秀人民艺术家”称号。
11 月 12 日，记者致电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
公室核实是否跨界颁奖，相
关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办
公室只负责科学技术奖励
相关的工作。”

同日，记者致电该学院
党委办，反映这两位教授的

荣誉称号情况，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我们看到过荣誉
证书，上面写的就是‘人民
艺术家’。”并表示会向院方
领导反映。

11 月 28 日，记者致电
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工作
人员表示，会将相关情况向
两位艺术家反映。截至记
者发稿，这两位教授并未作
出回应。

业内人士认为，“优秀
人民艺术家”等头衔泛滥，
最终指向的是利益，“用价
格炒作高雅艺术，用较少
的钱购买头衔，制造艺术
品的高价泡沫，以此追寻
利益最大化。这也是一种
赌徒心理”。

河北邢台一家书法培
训机构的老师刘一伟（化
名），去年购买了一张“中
国人民艺术家”的荣誉证
书。他向记者表示：“买证
是为了找个‘背书’，它被

看成是衡量作品含金量的
标尺。”刘一伟向记者出示
这张证书，颁证机构落款
为“全国人民艺术家信用
管理中心”。

而 2018 年中办、国办
印发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
管理办法》明确，任何组织
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开
展包含“国家”“中国”“中
华”“全国”“亚洲”“全球”

“世界”以及类似含义字样
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不得
开展未冠以上述字样但实

质是全国范围的评比达标
表彰活动。

显然，“中国人民艺术
家”等头衔已然成了明码标
价的商品。

“花钱买荣誉称号，在
艺术圈见怪不怪。”杭州画
家万先生告诉记者，“其实
真正的艺术家，不太会在意
头衔。但在一些社会活动
中，头衔确实可以用来彰显
艺术成就并获得大家认
可。比如，原本价值 2000
元的作品，可卖到2万元。”

记者调查发现，花钱
申领这类“荣誉证书”几乎
没有门槛，名头大小成了
艺术价值的衡量标准。“出
门在外，名头都是自己给
的”，这一句网络嘲讽语投
射进现实。

根据资深美术从业者
提供的线索，记者联系上
曾向其推销“大师”“人民
艺术家”头衔的售卖者刘
成（化名）。他兜售的荣誉
头衔繁多，有“德艺双馨

‘人民艺术家’”“国宝级艺
术大师”“中国当代艺术名

家”“特供艺术家”……这
些所谓的荣誉均一证一
价，价格低的为 1200 元，
高的则在 3000 元以上。
两张“国宝级艺术大师”证
书和一块奖牌，售价 2900
元。

另一名自称为“北京
当代翰墨文化艺术院工作
人员”的罗先生也向记者
推销称，可以申领“人民艺
术家”荣誉证书，“审核费
是 2180 元，只要寄过来作
品、填写表格就行”。

根据售卖者展示的

资料，“人民艺术家”“国
宝级大师”“中国国礼特
供艺术家”等荣誉的授予
组织为中国人民艺术家
协会、国礼艺术家网调研
委员会、全国人民艺术家
信用管理中心、北京当代
翰墨文化艺术院、国宝级
艺术大师评审委员会等，
但记者均未在民政部主
办的中国社会组织政务
服务平台上查询到上述
组织的备案，检索后出现
提示信息：“该组织未在
民政部门登记。”

荣誉称号背后的生意经

来历不明的“优秀人民艺术家”

两张“国宝级艺术大师”证书，售价2900元

坚决抵制买卖虚假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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