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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运的火车票已开始出售，一年一

度的春运“抢票大战”再次开启。现在很多

网络平台都推出了抢火车票的“加速包”，宣

称消费者只要花费几十元购买“加速包”，就

能优先抢到火车票。“加速包”盛行，在于它

贴合了部分乘客的出行需求，是春运购票难

的产物。编者在此选取两篇“众说”，进行交

流探讨。

（请作者和本版编辑联系，以领取稿酬）

据媒体报道，近日，铁路12306方面明确表示，
消费者使用第三方平台的“加速包”并不能拥有优
先购票权，无论是哪款购票软件都需要在铁路12306
购票系统排队。

一方面，12306明确表示“加速包”不能优先购
票，意即市面上的抢票产品不足为信；另一方面，
各平台仍售卖着花式抢票产品，甚至不乏“购买加
速包会比12306快”的宣传。这恐怕会让不少购票困
难的人大伤脑筋。

有专家表示，所谓的“抢票软件”其实就是用
技术手段来不断地刷新信息，提高提交速度。有
媒体对此表示，“网络购票难，买个加速包；看似
在抢票，实际在抢钱。”此言非虚，一些抢票平台
已经把加速抢票服务细分为不同等级，价格从几
十元到上百元不等，甚至还可加钱选择靠窗位置
或者下铺。

类似抢票产品和操作的弊端不难想见。比如，
可能导致 12306 系统服务器过载；破坏购票机会公
平，引发社会不满；旅客个人信息存在一定的泄漏
风险，等等。

前两年12306平台就曾宣布，已屏蔽多个抢票软
件接口，同时推出了“官方抢票”的候补功能，但
抢票软件及产品并没有销声匿迹。对此，铁路方面
既要提升售票服务，又须堵塞漏洞，做好购票宣传
与说明，提前预防。

监管部门也应积极作为。只有让抢票软件不
再抢手，才能进一步规范网络交易秩序、实现购
票的机会公平。尽管 相 关 部 门 曾 提 醒 消 费 者 ，
第三方软件并不能保证购票几率。但仅有提醒
是不够的，有关部门还须对相关违规行为加大惩
治力度。

消费者更应明白，“所有抢票软件的尽头都是
12306”， 更 或 言 之 ， 当 车 次 没 票 需 要 等 票 时 ，
12306 的候补购票功能是所有抢票途径中优先级最
高的存在。面对抢票软件的蛊惑宣传，人们应该
头脑冷静，不能高估其作用，更不能忽视其中的
风险和损失。

（杨玉龙，原载《工人日报》）

别让花式抢票产品
一再忽悠消费者

春运售票伊始，铁路部门明确表示，“加速包”
并不拥有优先购票权，不论什么购票软件，最终都
要在铁路部门的12306网络购票系统排队购票。铁路
部门对“加速包”表达了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这样
的回应十分有力。

从以往的情形看，各类抢票“加速包”并无太
大实际作用，有的还需要消费者在各类通讯软件中
发送抢票信息，这已经涉嫌诱导分享了。难怪有网
友称这类“加速包”为智商税。其实逻辑也很好理
解。所有的火车票都来自铁路部门的 12306 售票系
统，相当于铁路部门是“总阀门”。如果12306系统
不放票出来，“加速包”就是无源之水，自然也不可
能抢到票。

要终结“加速包”的乱象，铁路部门不能只是
向公众讲清楚技术道理，更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
施，阻止各类“加速包”软件干扰铁路售票系统的
正常运行程序。可以想象，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乘
客抢火车票的迫切心情短时间内不会消失，这也必
然催生各类抢票软件投其所好。对此，铁路部门还
需要继续对12306购票系统进行升级完善，识别阻挡

“加速包”的侵扰，让“加速包”无功而返，这样才
能倒逼各大网络平台停止推广使用“加速包”，让购
票系统更加稳定公平。

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加速包”盛行，在于
它贴合了部分乘客的出行需求。春运火车票一票
难求，但总有一些旅客急于出行，也愿意为此支
付更多的成本。事实上，12306 购票系统早已推出
候补功能，没能买到票的旅客可以申请候补，一
旦有退票等，释放出的车票会按先后顺序分配给
候补旅客。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12306 系统的候
补订单，每位旅客最多可添加 2 个不同的“车次+
席位”组合，而一些网络平台的“加速包”，不
仅对候补的车次和数量没有限制，还提供转车、
拆票等多种候补方案。尽管“加速包”被称为

“智商税”，但这些抢票配套服务的内容，很贴近旅
客的需求。因此，要阻止旅客被“割韭菜”，不能
只是把“加速包”挡在门外，更要尽量满足旅客的
多样化、精细化需求，这样才能让“加速包”退出
市场。

“加速包”是春运购票难的产物。铁路运力在
短时间内难以承受大量的波动，这个客观事实也
应该得到旅客们的理解。终结抢票“加速包”，既
要靠铁路部门提升服务质量，也需要旅客合理安
排行程。双方多一些理解，才能让旅途中的磕磕
绊绊少一些。

（王俊勇,原载《杭州日报》）

抢票“加速包”
又是“智商税”

浙江省国际人文交流基地名单近日
发布。其中，有人文渊薮的高等学府，
有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的历史遗址，更
有粉墙黛瓦的江南水乡、代表新经济脉
动的特色小镇。一扇扇窗，从不同角度
推开，向世界展示着浙江的根和魂、绿
和美、活力和开放、烟火味和精气神。

作为浙江人，这些基地的文化底蕴
和文化活力令我们自豪。其国际人文交
流基地的“头衔”，更彰显浙江“以文会
友”、联通世界的主动作为。浙江正在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展现共

同富裕美好社会的图景，需要让文化成
为最富魅力、最吸引人、最具辨识度的
标识。从这个角度看，这20个基地肩负
着浙江以文化@世界的使命。

这20个基地的选择，颇有深意，其
文化特色组合而成的是一个丰富的文化
浙江图景。这是一扇厚重的历史之窗。
万年前的一粒稻米，八千年前的一叶扁
舟，七千年前的一件榫卯，五千年前的一
块玉琮……彰显着中国古代文明重要发祥
地的灿烂。这是一扇奋进的红色之窗。一
叶红船在如晦的风雨中起航，100多年来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红色根脉”历久弥
新。这是一扇充满生机的绿色之窗。“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饱含生态自觉的
浙江蹚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浙江
故事里可以讲的情节太多，20 个“窗
口”虽然不能完全涵盖，但是为世界提
供了一个快速聚焦浙江的“超链接”。

展示好浙江，要在时代变迁里不断
丰富“窗口”中的图景。一扇扇“窗
口”，展示的并不是一幅幅静止的“壁
画”，而是不断流动、变化、跃迁的动态
风景。从上下五千年，到党的百年风
华，到近二十年来在“八八战略”指引
下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再到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
义现代化先行省，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故事仍在不
停续写着“新篇”，更多美好情节不断加
入。过去、现在、未来……一帧又一帧
的风景变换，串起的正是与时俱进的浙
江。讲好浙江故事，需要在时代的坐标
里寻找注脚、锚定未来。

“窗口”中，最美的风景是人。没有
人的风景是寂寥的，没有人的“窗口”是
空洞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
心相通。近年来，围绕“文化浙江”“诗

画浙江”建设，我省各地开展了项目多
样、覆盖面广的人文交流活动，走出了一
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
文化传播交流之路。这些交流活动，正是
围绕着“人”这个主体，促进了解、增进
情谊、开放交流、互学互鉴。面对纷争和
冲突，通往文明大同之路，尤其需要讲好

“人”的故事。这些人文交流基地，不仅
仅要展示好优美风光、独特风情的浙江，
更要讲好浙江人的故事。

前不久的央视跨年晚会上，作为拍
摄实景地的浙江临海古城“出圈”了。
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观众感叹，原来浙江
的这个小城有如此伟岸的海上长城，藏
着如此琳琅满目的小吃。浙江要走向更
广阔的世界，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需要用好文化这个软实
力，吸引世界点击浙江“超链接”。

（逯海涛，原载《浙江日报》）

文化是最富魅力的标识

文旅部近日取消了乔月亮等 5 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资
格。完善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建立退出
机制，是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制
度，是中国政府履行《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约》的中国实践，是落实《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重要措施。2008
年 5 月，原文化部发布 《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
暂行办法》。目前已经认定5批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3068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是指承担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责任，在特
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
具有较大影响，经文化和旅游部认定的
传承人”。这对传承人的政治素质与业务
素养、传承使命提出更高要求。

去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

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
健全国家、省、市、县代表性传承人认定
与管理制度，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层
级认定与系统管理。特别提出“以传承为
中心审慎开展推荐认定工作”。这就要求
在确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时，要对以传承
为中心的“代表性”进行严格强调。

是否长期从事非遗传承实践，掌握
非遗项目的核心知识与技艺，业务上具
有行业技艺代表性与区域影响力，能够
担当起非遗保护传承的重任，考查的是
专业素养；是否锤炼忠诚、执着、朴实
的品格，具有良好的品德修为，有传承
非遗的使命与担当，能积极有效地开展
非遗传承实践，考查的是品德修养。一
句话，德艺双馨才是认定代表传承人的
必要条件。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是政府认定之后授予的称号，是一种

荣誉，更是一种文化传承责任与社会义
务。无论是个体传承人还是团体传承
人，都应积极开展传承非遗工作，通过示
范与教育培训，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与
从事非遗事业与非遗产业，为非遗的长久
传承、传播提供人力保障与社会氛围。

国家文化主管部门依据评估标准加
强对传承人德行与业绩评估和动态管
理，并完善督查与退出机制，十分必
要。虽然进入各级传承人名录要经过本
人申请、地方推荐、专家评审、政府认
定的过程，但这是政府与社会对非遗从
业者人品、业绩的高度肯定。如果获得
代表性传承人称号，以此追求个人产品
升值，却不积极履行保护传承义务，或
者见利忘义，严重违反公序良俗，造成
重大社会不良影响，甚至触犯国法，就
应该有警示与退出机制。

实行传承人退出机制，对于入选传
承人名录的人来说，是一个有力的警

醒，能促进与增强传承人传承与传播非
遗的自觉意识。激活非遗传承人制度中
的退出机制，对非遗传承人进行定期评
估的动态管理，对于完善非遗传承人制
度，保障传承人制度的活力、公正与尊
严是及时而必要的。

在日本、韩国，对于“文化财传承
人”也有类似规定，无论从业者技艺或
技能有多高，如果本人不愿意将技艺或
技能传给他人，就无法获得“重要文化
财持有者”这一荣誉称号。

当然，政府或文化主管部门对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保护传承工作除了日常督
查与退出处罚外，还应该从正面鼓励与
奖赏。对于那些有传承使命感，但因年
老或疾病失去传承能力的传承人，可以
尝试由政府或文化主管部门授予荣誉传
承人称号，以鼓励传承人的终身奉献，
这也体现了政府对非遗传承人的关爱与
体恤。 （萧放，原载《光明日报》）

退出机制夯实非遗传承人责任

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
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

总体来看，这是一部指导意义重于
规范意义的法律。之所以如此，其一，
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指导，本就是法律的
一个重要功能；其二，家庭教育有其特
殊性，很难对其进行严格的量化与监
督，家长即便存在某些失职、失误，也
无法对其予以相应的处罚。需要特别指
出的是，这部法律不仅为广大家长提供
了一个根本遵循，更重要的意义是明确
了国家和社会在其中担负的角色。从古
以来，“子不教父之过”；而家庭教育促
进法告诉我们，“子不教”不单单是“父
之过”，国家、社会也有责任。

我们常说“知易行难”，然而在家庭
教育这件事上，则是行难知亦不易。家
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一个最大的区别，是
学校教育有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有教
室、有课时、有教科书、有术业有专攻
的老师，而家庭教育则体现在家庭生活
中的时时处处，家长的一言一行、家庭
生活的一粥一饭，都是家庭教育的组成
部分。有道是“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
庭是最好的学校”，但这里的“最好”是
针对“效果”而言的，而不是针对“后
果”，如果家长本身的道德人格、行为方
式或教育观念存在问题，那么“最好的
老师”可能就是“最坏的老师”，“最好
的学校”可能就是“最坏的学校”。学校
教育，不论是教师还是学校都有一定的
门槛，而作为父母、家庭则是没门槛
的。所以才要说“行难知亦不易”，这里

的“知”，主要是指广大家长的“知”；
这个“知”，不仅仅包括教育观念、教育
方法，更包括家长本人的价值观、世界
观、人生观。

遥想师范学校在中国刚刚起步时，
有保守人士愤愤不平：“师何须受教育，
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对此，
鲁迅先生不客气地批评说：“这位老先
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
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
知中国的现在，正须父范学堂。”鲁迅先
生的话至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而在这
方面，家庭教育促进法也着墨甚多，比
如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指导家庭教育工
作，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
制”“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城乡公共
服务体系和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国家鼓
励和支持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个
人依法开展公益性家庭教育服务活动”

“国家鼓励开展家庭教育研究，鼓励高等
学校开设家庭教育专业课程”等等。

既然说到鲁迅先生，就有必要重提
先生“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其实
同样可以在家庭教育促进法中找到印
证：“亲自养育，加强亲子陪伴。”鲁迅
先生另有一篇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的名文，说“一，要保存生命；二，要
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随后
又加上一句：“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
是这样做。”

“发展这生命”，就是家庭教育最大
的责任。

（翟春阳，原载《杭州日报》）

促进家庭教育
行难知亦不易 呵护职工健康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21-
2025年）》，指出将尘肺病等职业病严重的重点行业职工依法纳入工伤保险
保障范围，将符合条件的职业病患者家庭及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保护
劳动者健康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随着职业健康越来越受关注，有关部门
制定印发职业病防治规划，有助于深化源头预防。

（徐骏作，新华社发）

近日，数千人凌晨排队抢购玩偶的
新闻引发关注。玩偶的出品和售卖方上
海迪士尼表示，“2021达菲和朋友们限定
商品”售卖活动已经结束。对相关产品
没能满足购买需求感到抱歉。

为了买到星黛露毛绒玩具、达菲、
雪莉玫和星黛露毛绒玩具钥匙圈等商
品，上月29日凌晨，游客在上海迪士尼
外连夜排起长龙，凌晨 3 点客流量已超
过5800人，凌晨5点游客排队已绕湖边
两圈有余……

半个月前，针对玲娜贝儿的三款商
品难以满足购买需求的现象，上海迪斯
尼同样也“深表歉意”。搜索相关网站不
难发现，这些系列玩偶的价格已经数倍
于原价，而买家也不是我们认为的玩具
主力消费群体——儿童，而更多的是青
年人。

与以往先做漫画、电影等进行宣
发，等到衍生品产出后再进行IP营销不
同，“达菲熊和朋友们”系列（包括玲娜
贝儿在内） 采取的是不做铺垫，直接将
IP开发植入乐园内，并开始售卖周边产
品。这样操作的优势是玩偶开发的成本
较低，缺点则是由于没有故事支撑，在
形成爆款后生命力不易持久。所以，在
短时间内，出品方肯定要尽量挖掘它的
商业价值，打造一系列营销活动，并开
发其周边产品。

玲娜贝儿在上线几个月的时间里，
频频挤上热搜。既有“被玲娜贝儿治愈
到了”“玲娜贝儿，妈妈爱你”的正面热
搜，也有“玲娜贝儿被指不尊重游客”

“玲娜贝儿玩偶价格太离谱”的负面话
题。但无论如何，这些隔三岔五，动辄
上亿阅读量的话题，撑起了这个系列IP

的热度。
玩偶是人们精神、情绪和情感投

射的对象。幼儿囿于生理特征与家庭
的环境，自身的各种情感和情绪不易
找到合适的自我表达和描述，此时，

“沉默不语”、表情不会变化的玩偶就
成为他们安慰自己、投射各种想象的
恰当对象。

而对于成熟的、社会化的成年人来
说，虽然在真实世界中其身边存在各类
可以投射的对象，但玩偶仍然扮演着重
要的作用，成为情感投射的对象或者替
代品。因此，玩偶的价值依不同人而
定，对玩偶的投射意愿越是强烈，对其
价值就越是认可。

当然，所谓IP也不过是给玩偶本来
的社会功用找一个说得过去的根据而
已，也让那些拥有玩偶的人有一个不那

么尴尬的理由。商家正是抓住了这样的
社会心理，他们与其说是玩玩偶于股掌
之上，还不如说是研究透了把玩玩偶的
人的心理。

推而广之，“玲娜贝儿现象”其实
就是萌经济的又一具体表现。“可爱而
治愈”的物件可以安慰人们在剧烈变
动的社会中不宜表露的情感，其经济
价值也由此而生。此外，“萌萌哒”不
仅是情感需求，也是社交需要。在商
家一系列刻意打造后，拥有或渴望拥
有某种类型玩偶的粉丝们在共同的价
值观、兴趣与爱好下，形成了专属圈
层文化，这为在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个
人安全感与精神满足度都存在某种缺
失的年轻人，提供了心灵的慰藉与情
感的出口。

（张焱，原载《光明日报》）

玩偶热销背后的社会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