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11家景区门票免费带来多重利好
近日，济南市

决定全市11家收
取门票的国有A
级景区首道门票
免费,免费时间自
2023年1月21日起
至2023年2月19日
止。

随 着“ 二十
条”“新十条”出台

和各项疫情防控优化措施的出台，旅游业
的元气渐渐恢复。在刚刚过去的元旦假
期，不少景区“回暖”，出现了久违的“人从
众”场面。很多专家预测，在即将到来的春
节假期，旅游业“升温”的势头会更加明
显。在这个背景下，济南决定全市11家收
取门票的国有A级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可
谓应时应势之举，带来了多重利好。

对济南市民来说，这是一次及时的抚
慰。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市民为了
配合防疫工作，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外
出。如今，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以及
景区门票优惠政策的推出，更多的市民可
以免费去心仪的景点游玩散心了。这对济
南市民来说，既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也
是一种应得的“补偿”。

对外地游客来说，这是一种有力的吸
引。

从报道来看，济南的做法可谓诚意满
满。免门票的景区，既包括天下第一泉风
景区、千佛山风景区等地标性景点，又包
括红叶谷生态文化旅游区、济南百里黄河
风景区等网红景点，这对于外地游客也是
诚意满满。

在相关新闻的评论区，就有外地网民
留言称，准备春节假期去济南游玩，诸如

“太心动了，好想去打卡”“这些景区真的
很棒、很美，有时间一定去看看”之类的留
言，比比皆是。

对于济南旅游业来说，这是一次必要
的帮助。

宜居、宜业、宜游是彰显城市活力的
三个标签。如今的济南，已经把“宜游”列
为城市发展目标，致力把旅游业打造成一
张靓丽的城市名片。首道门票免费，虽说
让景区损失了一部分收入，却提升了景区
的人气，进而带动了酒店、餐饮、购物、特
色演出等文旅相关产业的发展。这对济南
旅游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随着免门票政策的实施，大量游客会
纷至沓来，各个景区也将迎来服务质量的
大考。元旦假期期间，河南一家景区就因
为没有做好准备，导致大量游客滞留山
顶，出现了游客集体喊“退票”的场景。这
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面对蜂拥而至的游客，相关部门与景
区也应把措施想在前面，对可能出现的雨
雪天气、人流拥堵、道路结冰等问题，要有
预案，做到心中有数。

近年来，通过开启多人视频模式，把
镜头对准自己和书本，随时随地直播学
习状态，营造学习氛围感的线上自习室
App日趋火爆，尤以寒暑假为甚。然而，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线上自习室App由
于低俗信息、社交化明显、广告营销等原
因被不少用户吐槽。

应该说，线上自习室目前还算是个
新事物，平台的服务开发以及商业模式，
可能都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在前期出
现一些问题，倒也不让人意外。但是，如
果不能及时正视用户的反馈，尤其是一
些最基本的安全问题，反而急于寻求商
业变现，则无异于自砸招牌。要知道，任
何一款新应用，在前期都需要格外注重
通过深挖痛点、满足需求来吸引用户，并
培养用户的“消费习惯”。如果在一开始
就急于变现，甚至不惜牺牲服务体验，最
终恐怕行之难远。

说到底，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线上
自习室平台钻营商业模式，这是很正常的
表现。但前提是，商业变现也该与基本的
服务构成恰当的平衡。如果过度商业化而
不能提供专业的服务，乃至于最起码的安
全环境都无法保障，则是“吃相难看”，也
只会让自己的路越走越窄。 （光明网）

家里长辈去世，请假奔丧是一件再
正常不过的事，一般的企业单位都会尽
可能通融。然而近日，天津的王女士的太
爷爷去世，跟公司说明了情况，但公司说
不能请丧假，跟公司确认可以请年假后，
就请了2天年假。因为后续家里还有点糟
心事，想再请一天假，却被领导质问亲戚
的问题跟自己有什么关系，自己对公司
有什么贡献。

从人情的角度讲，婚丧嫁娶是再正
常不过的人之常情。一个人的社会身份
不是只有员工这一个，也不是以服务公
司为首的。一家公司好不好，值不值得员
工为其付出，有没有人情味，是一个重要
的衡量标准。毕竟，人不是机器，不能只
做工位上的螺丝钉，能够关照员工生活
和感情的企业，才是真正具有现代化文
明理念的企业。 （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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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动画应善于
直面舆论争议

最近，一部名为《中国奇谭》的国产
动画火了。该片在全网仅开播三集就有
5216万播放量，豆瓣上约9万人打出9 . 5
的高分。也有家长称孩子被“吓哭了”，担
心该片的画风可能给小孩造成心理阴
影。围绕这个帖子，引发舆论争议。

艺术作品诞生出来就是供人品头论
足的。既然是“品”，难免众口难调，有人
说好，有人抱憾，都是审美鉴赏的个体判
断。对于这样的众口难调，需要艺术作品
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抱着闻过则喜的态
度，对于肯定的声音表达谢意，对于批评
的声音更应心存感激，因为批评是艺术
进步的阶梯。没有质疑的艺术作品，在舆
论场中只能属于并不现实的“单相思”。

网络舆论场的声音多元，最大的赢家
显然是艺术生产者。对于艺术生产来说，
关注就是价值，而差评也是关注，差评的
价值有时更值得珍视。尊重差评者的意
见，及时回应差评所反映的问题，这是用
最温暖的善意留住他们的举措。（北青）

□评论员 朱文龙

视频网站“套娃式”收费实在“不好玩”
□评论员 孔雨童 □绘画 徐进

俄罗斯套娃是广受世界各地孩子们
喜爱的玩具。然而，如果商家收费方式也
以“套娃”的方式推出，那就显得吃相太难
看了。这种“套娃”不但不可爱，反而面目
可憎，一点都不好玩。

1月12日，上海市消保委点名爱奇艺
“限制投屏”不厚道，引发热议。事源爱奇
艺突然更改规则，原本黄金VIP就支持最
高4K清晰度投屏，现在则必须升级为白
金会员才能观看。

这其实已经是近段时间大众关于电
视、视频网站的第n波吐槽了。前有女观众
炮轰“在电视上看剧、看电影、看动画片都
得单独包月”，后有优酷“会员账号仅能在
一部手机登录”被质疑上热搜，如今爱奇
艺又来接力。

有媒体透露，这种加码收费很大程度

上源于一些规则和营收压力。但问题是，经
营者不能把压力都通过巧立名目，肆无忌
惮的“套娃”都转嫁给消费者。合理的细化
服务可以理解，但当一些常规服务，如上海
市消保委所说的“正常使用场景”都强迫消
费者买单，就有些“霸王条款”的嫌疑了。

“限制投屏”恰如有网友形容的：“我
点了一份外卖，想从小碗倒在大碗里吃，
怎么还不行了？”无奈的是，使用者在一些
时候真的会被绑架，这边对爱奇艺说了

“拜拜”，转头出门左拐发现优酷早已举
牌：不买个酷喵不能投屏。

消费者的权益谁来保护？即便上海市
消保委振臂一呼，也肯定解决不了所有问
题，还需要更多层面的努力来创造良性的
环境。无论如何，合约期内的朝令夕改、设
卡乱收费伤的不只是用户，还有对大众对
内容付费的热情和本在逐步增强的版权
意识。

考虑到“阳康”学生的运动安全问题，
“调整2023年体育中考”已成为两会代表
委员的热门建议。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建
议取消2023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
健身测试；四川省政协委员张虎建议取消
最耗体力、对心肺功能要求/影响最大的
长跑项目，考试项目可聚焦在球类，跳远
等；广州也有人大代表提出，本着“以人为
本”“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建议取消
2023年广州市中考体育统一考试，回归体
育锻炼“强身健体”的初心。此外，部分家
长也呼吁当地取消或延缓体育中考。

无论是代表委员建议，还是家长呼
吁，都足以看到，大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
越来越细，参与社会话题的热情越来越
高，这是好现象。但面对一个公共议题，该
如何对待并处理，也是一种考验。

回顾过去三年，调整体育中考也曾在
一些地方实施过。2022年，受疫情影响，上
海就取消了体育中考，在此之前的2020
年，北京体育中考则调整为随堂考试。可
见，调整体育中考，并非一个非左即右的
问题，要根据现实背景、考生状况，进行各
方考量和权衡，在保证公平的同时，兼顾
科学性、合理性，既确保青少年的身体健

康，也培养学生的运动习惯。
从医学角度来看，建议调整体育中考

并非“矫情”。“阳过”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类
似的感受，体力下降、身体较虚，运动后气
喘吁吁。近期不少新闻也提到，感染新冠
病毒后，参与高强度体能运动，可能会加
重病毒感染后心脏的损伤。而在体育中考
里，男子1000米和女子800米长跑对心肺
功能要求较大，虽然距离考试还有一段时
间，身体可以慢慢恢复，但是否影响学生
健康，是必须考虑的情况。

针对相关现实情况，一些专家也表达
了看法。心内科专家、中山大学孙逸仙纪
念医院副院长陈样新教授表示，新冠病毒
感染虽然是一种呼吸道疾病，但在其并发
症中，急性心肌炎的发生也存在一定概
率。“心肌炎对各年龄段都会造成攻击，但
以青少年、壮年群体相对高发，其次是免
疫力低下的群体。”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综合组专家、广东省中医院儿科主任杨京
华则建议，如果自我感觉良好，可以在核
酸转阴一周后开始进行一些运动。运动的
原则是循序渐进，从低强度逐渐向中强
度、高强度过渡。

说到底，体育中考是为了督促学生参与

体育运动，最终落脚点在于孩子的身体健
康。人的全面发展，首先要有健康的身体。如
果因为疫情影响，就要取消体育考试，这无
疑违背了教育的初心；但如果为了考试，而
不顾学生的身体状况，也是本末倒置。

所以，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应更加
审慎，多听取专家意见，并尽快组织医学
和体育专业人士研究制定安全、科学的体
质考核标准、评估系统。当然，也要将一些
特别个案纳入视野，比如是否才感染新冠
病毒，身体是否出现明显反应等。大众的
意见也不可忽略，大到现象小至个案，都
需要通盘考量，只有集思广益，才能最大
限度满足各方需求。当然，这些声音或许
千差万别、众口难调，但有一个标准是不
变的，即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

群体的诉求是多元的，调整中考体育
对整个社会而言，或许只是一件小事。但
这种参与本身的意义还在于，我们可以在
两会期间，在类似的公共议题中，学会善
意表达，学会耐心倾听，学会理性思考，最
终在讨论中解决问题，在争议中达成共
识。 （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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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2023年体育中考？不妨多听听各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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