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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天凌晨不让进站候车，这事难言“正常”
1月23日，有网友反映长沙南站东广

场凌晨3点不让中转旅客进站候车。当事
乘客称：“长沙南站真的很让人失望，凌晨
3点到站中转，候车厅不让进，零下的温度
冷得打哆嗦，大家只能尽可能窝在楼梯转
角避避风。”

当天下午，长沙南站发布声明致歉，
并将东、西广场候车室的开放时间同时调
整为24小时提供候车服务。声明中也对网
友反映的情况进行了解释：“不让进”并不
是车站故意为之，而是因为“东广场进站
口按正常服务时间关闭，造成旅客不便”。

车站方及时致歉并整改的态度，值得
肯定。但声明中所说的“正常”，却反映出
一种并不“正常”的思维。

所谓“正常服务时间”之说，似乎让
人觉得，在这个时间段，即使是冰雪天
的凌晨，不让旅客进站候车也是正常
的。它强调的是运营的“日常”，是不考
虑特殊、突发情况的“正常”，而忽略了旅
客正在站外挨冻。这种情况，与之前某地

“政务大厅办事员午休，群众就只好露天

冻着等待”如出一辙。
从1月21日起，受冰雪天气影响，长沙

南站部分列车出现晚点。车站联合长沙地
铁、公交等部门，在23:30—次日4：00加大
运力，方便旅客接驳出行。为什么只考虑
到了出站旅客，却忽视了进站旅客，让一
些候车旅客凌晨在广场外面挨冻？说到
底，还是没有充分考虑到群众的需求，没
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当然，遇到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车
站方有许多工作要做，难免考虑不周。那
么，它就给车站方提了个醒，在各种突发
状况面前要有预案，要将工作做在前面。
以人为本不是说说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
要将理念记在心中，刻在骨子里，落实到
每一项具体措施上。这种对“小”事件的应
急处置，更考验基层部门和管理者的担当
负责和工作能力，也直接关系到群众的体
验和获得感。

从这个意义上说，基层公共部门和单
位面对紧急情况，更需要在以人为本的基
础上，掌握灵活机动的处置方式。当突发

状况来临时，就需要机动处置，将群众的
感受放在第一位。

在对类似事件进行复盘和追责时，
往往会出现诸如“是按正常时间、流程、
规定处置”等听起来很有道理的理由。
但这种说辞，仍无非想推卸责任，而看
不到机械处置的后果实实在在地损害
了公众利益。

让以人为本的应急措施正常运行起
来，需要不断进行摸索和探求。但只要始
终把群众放在心里，所有工作都从群众的
需求和感受出发，就定能够找到办法、排
除障碍、优化管理。对于基层来说，这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还要有敢于冒险、
担责的勇气。

这需要相关部门进一步建立和完善
应急处置的体制机制，努力提高应急预案
的可操作性和规范性，提高基层干部和工
作人员的应急能力，给予他们一定的容错
空间。否则，类似“不到时间不开门，管他群
众冻不冻”的荒唐事就不会是最后一起。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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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寒心！

大数据怎能一到旺季就“杀熟”

用不同账号预订同时间同房型酒
店，价格大相径庭；用不同账号买同趟航
班同等舱位机票，价格最多相差900多
元……春节将至，出行旅游迎来高峰，平
台大数据“杀熟”又露端倪。

大数据通过给用户精确画像，能够
实现靶向传播，满足不同消费者个性化
需求。这本是技术带来的便利，但购买同
一产品或服务，老客户比新客户价格更
高，明显有技术滥用之嫌。某些平台却为
了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以差异性待遇

“消费”用户的忠诚度，利用大数据“杀
熟”，用户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形
同虚设。“薅用户羊毛”让人寒心，这等把
戏并不高明。道理很清楚：商家透支信任
就是杀鸡取卵，漠视权益等于自毁前程。

平心而论，大数据“杀熟”隐蔽性很强，
取证难、举证难，出于时间和经济成本考量，
消费者往往放弃维权。治理“杀熟”，不仅要
加大处罚力度，还应强化日常监管和用户
信息保护。为此，一方面要明确“归谁管”，各
相关部门要形成合力，消除监管盲区；另一
方面，要明确“怎么管”，强化制度约束，堵住
监管漏洞，筑牢安全防火墙，加宽隐私保护
屏障，提高企业违法成本。 据北京日报

动辄收费上万的“支教旅行”，堪称天才般的商业创意。其提供了一种复合型的价值回报，包括游山
玩水、行善助人、“背景提升”种种。如此这般，将最高尚的爱心与最功利的算计“揉”为一体，使之具备了
其他文旅产品所没有的独特性。

三天两夜最低只要100多元

老年低价游骗局咋管？

“三天两夜最低只要100多元”“免费
养生游”……看起来令人心动的低价旅
游，背后可能暗藏消费陷阱。一段时间以
来，一些不法分子先用低价、免费的噱头
专门吸引老年人参团，之后又在行程中
额外收取食宿、景点参观等费用，甚至配
合“一唱一和”的话术，向老年人兜售保
健品、珠宝首饰、房产、养老项目等金额
较大的产品，使不少老年人陷入骗局。

当低价游和虚假宣传、捆绑销售、隐
形消费等手段结合，就会变得不合理，甚
至催生出一条连接上游组团社、下游地
接社、导游和购物店的灰色利益链，扰乱
旅游市场秩序，影响旅游消费信心，有损
旅游目的地形象。

中老年消费者是不合理低价游的重
要目标群体，更容易被不良商家利用。要
避免老年旅游低价骗局，除文旅、公安等
部门要加强协同扎牢监管防护网、加大
对旅游行业和旅游从业人员的普法宣
传、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更要从根本上
扭转不合理低价游存在的市场基础，明
确规范旅游成本。要以合同作为保障，让
低价骗局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据经济日报

年夜饭预订成了近期热门话题。据
报道，今年的年夜饭预订非常火爆，一些
餐厅顺势抬高消费门槛。有的餐厅设置了
最低消费标准，有的餐厅则表示人均消费
须达888元才能预订大年三十的包间。多名
消费者表示，无奈之下，只能接受高价套
餐。很多餐厅的年夜饭只论“套”卖，不允
许消费者自主点餐，且套餐组合较少、价
格昂贵，成了消费者普遍的槽点或痛点。

从表面来看，年夜饭套餐的价格比
消费者单独点同样的菜品总价更实惠，
制作套餐也便于餐厅准备食材、降低损
耗、压缩成本，似乎套餐对商家和消费者
都很“友好”。但实际上，装在套餐里的年
夜饭暗含着不少侵权套路或疑似侵权的
套路，拉低了消费者的年夜饭消费体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经营者与
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
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年夜饭只论“套”卖，
等于剥夺了消费者自主点餐的机会和权
利，违背消费者的真实消费意愿。

据北京青年报

论“套”卖的年夜饭

暗含多少侵权套路？

“亲们，请帮我家宝投上一票！”“考验
友情的时候到了，投××号一票！”“今天
是最后一天，胜败在此一举！”在朋友圈、
微信群里，许多人都常常看到这样的内
容。近年来，形形色色的“才艺投票”“晒娃
大赛”在各地、各平台遍地开花。许多家长
出于对孩子的喜爱和自己的好胜心，不惜
投入大量精力拉票冲榜，即便付出的代价
再高，也依然乐此不疲。

这些满怀热情的家长不知道的是：此
类活动“套路”多多，不乏不法分子利用各
种黑箱操作，借机诈骗钱财、“割”家长群
体的“韭菜”。近日，据报道，江苏一诈骗团
伙虚构“少儿艺术之星大赛”，非法获利
1400多万元，3名主犯因诈骗罪被判刑。他
们的作案手段，正是在网上虚设比赛，开
设刷礼物通道，然后利用“网络投票”造
势，骗家长投票充值、刷钱攀比。据悉，仅
这一起案件，就牵涉2500多场所谓比赛，
吸引上万名学生参加。

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和有关部门要求，要
举办一场正式的、面向未成年人的竞赛活
动，需要具备相应资质，并经过有关部门审

批。然而，形形色色的“网络投票赛”，却很容
易绕过监管。尽管这类所谓比赛的含金量远
远不及正式竞赛活动，再“野鸡”的比赛，也
能让组织者吹得天花乱坠，引家长上钩。

与此同时，这类比赛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参赛门槛极低。不用填写报名表、更
不用到场参赛——— 只要动动手指，在手机
界面上输入部分个人信息，再上传一段视
频甚至一张照片，“参赛手续”就履行完
了。这种特点，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家长群
体“想显示自家孩子厉害”的心态。毕竟，
有实力在正式比赛中获奖的未成年人注
定是少数，大多数家长容易被这种“安慰
剂”一般的比赛吸引。

倘若这类所谓比赛只是给家长和孩
子提供一些参与感，再发些人人有份的奖
项，倒也没有多大危害。但是，不法分子无
利不起早，又岂会错过敛财机会？这些所
谓比赛的组织者，只需给比赛数据动点手
脚、稍加引导，许多家长就会忙不迭地帮
他们刷高流量，甚至直接掏出大笔钱财，
被不法分子“拿捏”。

据公安机关透露：有些不法分子会利

用技术手段修改后台数据，篡改投票结
果。不论家长拉来多少票，所得名次永远
不会超过第一名。同时，他们还会编造一
些虚假的投票截图和聊天记录，声称某些
孩子已经获得了高额赞助或合作机会，以
骗取家长们的信任。当家长们发现自己的
孩子落后时，很容易一时“上头”，落入活
动组织者提前挖好的陷阱，花费重金购买
一个轻飘飘的名次。事后冷静下来，很多
家长都会觉得不值、后悔。但是，因为自己
被“为了孩子”这个动机架上去了，他们又
未必会积极维权，甚至会自我安慰，将被
骗的经历合理化。

于家长而言，越是摆脱不了想给孩子
“求名次”的虚荣心，就越容易成为别人眼
里的“肥羊”。其实，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
天赋和可爱之处，这些东西，不一定需要
用比赛或名次来证明。家长只要给孩子全
心全意的关爱，尽力培养孩子成长成才，
孩子自然会展现出他们的闪光点，并让亲
朋好友看到。转发、刷票、投钱，从来不是
爱孩子的“必要条件”。 据中国青年报

投稿邮箱：qilupinglun@sina.com

刷票参赛不是爱孩子的“必要条件”

“支教旅行”成产业，道德镀金的狂欢写满伪善
□然玉

去年以来，以“支教”为名的旅游团十
分火爆。这些旅行团的行程大多为一周左
右，报名费千元至万元不等，地点既有国
外度假热门区域，如泰国、巴厘岛等，也有
国内落后山区，形式大多以公益助学、保
护动物、保护环境等志愿服务展开。调研
发现，这样的旅游支教目前已演变为成熟
的产业链。一些针对贫困地区的支教项
目，不仅规划好每天活动的时间地点，游
玩体验时间甚至长于教学时间，密集的行
程单和旅行社出团通知格式如出一辙。

动辄收费上万的“支教旅行”，堪称天
才般的商业创意。其提供了一种复合型的
价值回报，包括游山玩水、行善助人、“背
景提升”种种。如此这般，将最高尚的爱心
与最功利的算计“揉”为一体，这使之具备
了其他文旅产品所没有的独特性。从一名
游客摇身一变“升格”成支教老师，对于某
些人来说，此类人格镀金的便捷化路径，

诱惑巨大。以货币化方式来换取道德实现
感，这是现代慈善业的源动力之一。短期
支教演变成产业，则是对慈善业的又一次
减配和庸俗化。

分明是走马观花、逢场作戏，虚情假
意而扭捏作态，可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
人乐在其中，在流水线的打卡体验中，在
廉价的自我感动中，达到某种情感的高
潮。一波流程走完，那些跟拍留存的照片、
视频，被配上了精致的小作文。此后，它们
成了朋友圈文案的“总结升华”，成了留学
申请里的“社会实践”，成了评优升职时的

“履历资本”……由“支教旅行”可以衍生
出很多用途，可这一切偏偏就是和真正的
教育几无关系。

某些人付费参加此类“支教旅行
团”，往往带着一种强烈的优越感，那是
阶层的优越感、知识的优越感、道德的
优越感。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与真正
的支教事业所需要的人文情怀、责任意
识与平等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商业化的

短期支教，上课的净时长极其有限。与
其说是上课，不如说是见面会更为恰
当。所谓的课堂里，没有老师与学生，有
的只是主演与群演。孩子们被商业机构
诱导着加入这场“爱心支教”的戏码，失
望与厌弃写在脸上。

我们知道，教育教学，特别是欠发达
地区的教育教学，从来都是技术活。一群
没有专业背景的游客，哪来的教学自信？
玩票客串，花钱过过戏瘾而已，入戏太深，
着实有些自欺欺人了。短期支教产业链，
说到底，就是一个“层层相蒙”的炸局：文
旅公司收钱攒局，一顿神吹、愿者上钩；一
群游客假装教师，对着孩子装模作样。彼
此各取所需，制造出供需两旺的幻象。道
德的狂欢，在氪金的旅游团、在山区的课
堂，一副自鸣得意的模样。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真正需
要教师、志愿者的贫困山区长期支教项
目，不用参与者自费，却往往招不到人。所
谓叶公好龙、所谓假仁假义，莫此为甚。


	A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