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有订户反映收到本报夹带的广告插页，

均与本报无关，提醒广大读者不收、不看此类非法

印刷品，切勿上当受骗。齐鲁晚报始终坚持正确的

舆论导向，以服务读者为宗旨，依法依规办报经

营。本报郑重声明：凡随本报夹带的广告插页均

属于私自印刷投递的非法印刷品，本报将依法维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坚决予以清理，同时保留追

究非法夹带广告插页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齐鲁晚报

2022年2月9日

关于非法夹带广告插页的

郑重声明

2022年2月9日 星期三 A07声音

“春节不打烊”何以成“空头支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评论员 朱文龙

春节前夕，多家快递企业都发
布公告，宣布“春节不打烊”，以满
足节日期间的寄递需求，保障防疫
和民生物资的畅通运输。但媒体注
意到，不少消费者抱怨，自己的包
裹在春节前就显示已发出，但春节
假期快过完了也未收到。

对于春节期间的快递收发工
作，国家邮政局曾发文强调，各企
业要提前做好节日期间寄递服务
保障计划，保证春节期间“不休网、
不拒收、不积压、不转投”。但从消
费者的“吐槽”来看，一些快递企业
显然没有落实这一要求。“春节不
打烊”变成了“空头支票”。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从
报道来看，一些快递企业没有发
放春节加班费用，是导致快递员

“消极怠工”的重要原因。此外，个
别快递企业没有打通驿站、仓库
等与物流相关的环节，也是造成
春节期间快递收发工作“肠梗阻”
不可忽视的因素。基于此，不少网
友将“板子”打到了快递企业的身
上。他们认为快递公司只要按时

发放加班费，提高服务质量，就能
解决快递行业“春节不打烊”名不
副实的问题。

这些观点看似有理，但是并没
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快递企业没有
落实“春节不打烊”，而是消极以
待，主要原因还在于不愿意亏本做
生意。虽然根据国家邮政局监测数
据，今年春节期间（1月31日至2月6
日），全国邮政快递业共揽收和投
递快递包裹7 . 49亿件，较去年同期
增长16%。但是与平时相比，快递数
量还是偏少。有数据显示，春节期
间是快递业务的淡季，快递业务量
不到日常水平的10%。众所周知，快
递企业是靠收件派件数量“吃饭”
的。快递数量的减少，意味着他们
的营收下降，而春节期间的运营成
本只增不减。一些快递企业在春节
期间不打烊其实是“开一天亏一
天”。而这也是一些快递企业不愿
意支付快递员春节加班费、不愿意
打通各个物流环节的内在原因。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要求快
递企业在春节坚持“不打烊”呢？

首先要指出的是，这个要求
的初衷是好的。因为疫情防控需
要，不少人选择就地过年。老家的

人要给留在外地的亲人送来年
货，就地过年的人们也要给老家
的亲人寄回拜年礼物，这都离不
开快递服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快递行业在春节假期提供的保障
服务，已经成为人们过好年必要
的“末端支撑”，而这也是国家邮
政局号召快递行业春节期间“不
打烊”的出发点。

但是这个要求忽略了市场的
实际需求是否需要整个行业不打
烊，以及企业在春节期间根据供需
情况自主选择经营与否的权利。其
实，企业对市场的需求是最敏感
的，如果春节期间不打烊还有可观
的利润，无须行政干预，它们也会
积极拥抱市场。如果企业认为市场
需求没有那么旺盛，完全可以自主
调节节日期间的运营模式。强行

“要求”快递企业春节不打烊，只能
使得一些快递企业“阳奉阴违”。

因此，相对于不切实际的“春
节不打烊”，如何更好地满足节日
期间群众收发快件的实际需求，
才是相关部门的工作重点。只要
群众对快递的实际需求得到了满
足，一些快递企业即便在春节假
期打烊休息几天，又有何妨？

□陈广江

2月6日，沪陕高速商洛段丹
凤收费站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因拥堵严重，不少车主出站时
已过了高速通行免费时段，最终
被收取全程路费。7日，事发路段
管理方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将联
系相关车主协商。

雨雪天里被困高速数小时本
就够窝火的了，预计中的免费通
行也成了泡影，对车主来说，这无
疑是一段糟心旅程。2月6日，高速
免费通行最后一天，有车主当晚7
时许行驶至沪陕高速商洛段距丹
凤收费站5公里处，堵了近8个小
时才出了收费站，因错过免费时
段而被收取了全程路费。

网络舆论场上，“5公里路出站
用8小时”事件引发两种截然不同
的声音。一方同情车主遭遇，认为
这种情况高速不该收费，即使收也
不该收全程路费；另一方认为，没
有规矩不成方圆，既然规定2月6日
24时免费时段结束，就应严格执
行，况且收费站工作人员也是依规
行事，没有改动政策的权限。

现行免费政策已实施9年，类

似争议从未间断。具体到执行层
面，各地收费站的做法不尽相同，
有的雷打不动地执行文件规定，
哪怕车主超限几分钟也按全程收
费；有的则灵活执行，对截止时间
临界点的车辆，只收取最近收费
站入口到此地的费用。本次事件
中，高速管理方“协商”的态度让
人看到了回旋余地。

高速路车祸造成大堵车，是
谁都不愿看到的现象，也不是被
堵车主和收费站的责任，因此错
过免费时段的责任不应由车主一
方承担。也有人说，车主出行前应
能预判到春节期间高速拥堵乃至
发生车祸，并提前作出妥善安排。
但凡事有度，让车主尽到“过重的
注意义务”，既不公允也不现实。

比如说，车主可以选择在免
费时段结束前，就近驶离高速后
再重新进入高速，但要求车主预
判到某路段出现“5公里路出站用
8小时”，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苛责。
出口就在前方，进不能、退不得，
眼睁睁看着高速免费时段结束，
让车主“认倒霉”，不符合重大节
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的
初衷，也有违常情常理。

事实上，一些地方已出台了
解决这一问题的相关规定。《江苏
省高速公路条例》第四十六条规
定：因未开足收费道口而造成平
均十台以上车辆待交费，或者开
足收费道口待交费车辆排队均超
过二百米的，高速公路经营管理
单位应当免费放行，待交费车辆
有权拒绝交费。类似的人性化措
施，多多益善。

总之，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
客车通行费政策，既需要人性化
的执行，也需要人性化的配套措
施。针对现行政策出现的问题，不
久前交通运输部表示，将深入研
究，加快推动法律法规修订工作，
不断优化完善收费公路管理制
度，提升公路交通服务水平，进一
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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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车祸拥堵错过免费时段
高速收费规则不能太死板

快递数量减少，意味着营收下降，而春节期间的运营成本只增不减。一些
快递企业在春节期间不打烊其实是“开一天亏一天”。而这也是一些快递企业
不愿意支付快递员春节加班费、不愿意打通各个物流环节的内在原因。

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
火了。虽然从此前预测和分析
来看，有人认为，“冰墩墩”会
引起市场关注，甚至会比较火
爆，但是，火爆到一“墩”难求
的状态，还是有点出人意料
的。这其中，春节期间员工回
家过年，企业难以快速组织冰
墩墩的生产，继而导致市场供
需矛盾更加突出，或许是一个
方面的原因。

但真正需要关注的，还在
于“冰墩墩”能带给我们什么样
的启示，能否从“冰墩墩”的市
场火爆中，找到挖掘消费市场
潜力的思路与方法。在日常生

活中，能够形成消费概念的事
件很多，能够带来消费热点的
现象也很多，就看各地如何去
捕捉与提炼了。就像“双十一”
一样，过去根本就没有这样的
说法，但是，经过平台的积极营
造，逐步成为消费节日，且派生
了“双十二”等新的消费节日。

“冰墩墩”只有一个，且必
须伴随着北京冬奥会才会火
爆。但是，“冰墩墩”现象不是
一个简单的物体带来的，而是
文化的象征、文化内涵的体
现，因此，可以好好研究与剖
析，从而对挖掘消费潜力产生
一些启示和效应。（谭浩俊）

从“一‘墩’难求”看如何挖掘消费潜力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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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贵春节档”竭泽而渔“劝退”观影者
数据显示，2022年春节档

（1月31日—2月6日）票房已超
60 . 3亿元。相比于2021年春节
档的78 . 4亿元票房，差距不
小。被称“史上最贵春节档”，
2022年春节档备受争议。几项
数据比照来看，很是耐人寻
味。据统计，今年春节档期间
平均票价为52 . 8元/张，同比
上涨8%，与疫情发生前的2019
年相比涨幅达18%。而与此同
时，观影人次则创近五年新
低。诚如很多网友所吐槽的，

蓦然回首，很多场次电影票价
已经蹿升到百元位段。很显
然，高票价实实在在“劝退”了
不少观影者。

春节档电影票价集体飙
涨，最大的驱动因素，是院线
想着趁旺季“大赚一笔”，从而
实现止损获利。但凡事过犹不
及。制定科学的定价策略，少
些投机式的“暴涨暴跌”，这符
合院线长远利益最大化的诉
求，也合乎公众最现实的期
待。 （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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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众开笼喂虎，真拿老虎当猫了？
日前，河南商丘一家动物

园的饲养员打开老虎笼门，直
接向老虎投喂食物，引发网友
关注，有网友质疑饲养员的行
为属违规操作。2月5日，该动
物园工作人员向媒体记者表
示，被饲养的老虎为8个月龄
的幼虎，在安全期以内（一般
在10个月以内属于安全期），
尚无攻击性。该饲养员一直在
饲养这些老虎，和这些老虎的
关系很好。

不知道饲养员与园方的

迷之自信从哪里来，是老虎说
了“关系好、不咬人”，还是拿
老虎当猫了？事实上，饲养员
被老虎咬的悲剧就没少发生
过。当然，这些咬死饲养员的
都是成年老虎。有名饲养员已
工作了24年之久，可以说是他
一手把咬他的老虎拉扯大的，
可老虎恩将仇报毫不嘴软。幼
虎没有攻击性，这种想法真的
要不得。因为这会传递错误的
信息，让游客失去对猛兽的敬
畏与防范。 （徐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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