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9月2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杜文景

电话:(0531)85193527  Email:dzrbwhb2023@163.com文化8

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7-0001 邮发代号：23-1 社址：济南市泺源大街 2号 邮编：250014 发行电话：4006598116 报价全月 45.00元 零售价：3.00元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第 01001号 广告部电话：85196701/6708 开机 3：50 印完 6：10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

旅游企业

宽进之后需严管
  据经济日报，近期，多家旅游企业提供的服务
与线上营销的“种草”笔记不相符，涉嫌虚假宣
传，给消费者造成损失。涉事企业多为新近成立的
中小企业。新增旅游企业数量上升，得益于主管部
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放宽市场准入限制。一方
面，新企业为行业注入新活力，创造了新的就业机
会；另一方面，放宽旅游企业准入机制也对如何有
效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
  由于准入门槛降低，一些服务质量不达标的企
业浑水摸鱼，把更多心思放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
生产与推广上，只为抓住流量红利，却不用心琢磨
如何更好服务消费者，甚至还有个别企业通过不合
理低价游、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影响整个行业的
形象和声誉。
  诚信是旅游市场发展的基石。旅游市场准入门
槛变低，监管力度不能降低。既要通过“放”来促
进市场竞争和创新，激发旅游市场活力，也要严格
“管”，通过更多监管资源和更高效的监管手段维
护市场秩序。要进一步建立旅游市场长效监管机
制，形成事前信用核查和信用承诺、事中信用评估
分级和分类检查、事后联合奖惩和信用修复的全过
程闭环监管，让游客安心游、舒心游、畅快游。

影视作品

要有艺术厚度思想深度
  据光明日报，短视频流行，微短剧崛起，有的
作品只需一部手机就能制作出来，还有的作品投资
几万元就能拍摄完成，使“人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成为现实。与此同时，数字媒体技术和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技术壁垒，原本专业编
剧、剪辑等需要花很长时间完成的工作，现在依靠
技术辅助工具很快就能完成。
  然而，市场的热闹掩盖不了创作层面的不足，
内容低质化、同质化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与创作过
程的“快餐化”是分不开的。首先，影视创作从不
仅仅是灵感的闪现，而是一个需要资源整合和多方
投入的过程。其次，精品力作还需要创作者懂技
术、懂艺术规律，有生活常识、行业知识，甚至需
要掌握医疗、法律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创作不仅要
在感官维度吸引受众，更要在思想层面引领受众，
推动构建良性有序的行业生态。
  更高层次的门槛则是对创作的敬畏心，这是一
种对艺术追求的严肃态度，首先体现为从业者有长
期甚至终生心无旁骛地坚守自己的本职工作而无怨
无悔的志趣。在影视行业高速发展、网络视听内容
形态不断出新的当下，创作者更应坚持这些门槛，
以确保作品的艺术厚度和思想深度，以促进整个行
业的健康发展。只有这样，行业和观众才能期待更
多高质量的作品诞生。

当“打工文学”

迎来共创时代
  据文汇报，与成文成篇的传统文学不同，当下
的所谓“打工文学”，往往是用谐谑的短句驾驭
“网络文学”此起彼伏的浪潮。诸多网络流行语体
里，打工人的喜怒哀乐总是占有一席之地，比如窝
囊废文学中的“上班还能赚点窝囊费，不上班只剩
下窝囊废了”，再如废话文学中的“其实如果上班
不累也挺轻松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其中支
流的“工位文学”异军突起，掀起年轻人竞相创作
跟风的新一轮高潮。
  工位文学的特殊之处在于，打工人“发疯”之
后，企业和品牌也跟进“发疯”了。本来只是一些
博主的小众创作，一些企业和品牌也闻风而动，开
始用官方账号发布工位文学来蹭热度。例如某老牌
快餐工牌有“不素之霸：都别来惹我！我可不是吃
素的！”，某新锐咖啡品牌的工牌有“周周有新品
同学：本周的设计已经爆单，下周再说”。还有一
些品牌主动发布自家员工做的另类工牌，宣扬员工
的个性化创造。
　 所以，不管是企业还是管理层，别因为“语不
惊人死不休”的所谓打工文学、发疯文学就如临大
敌，适当的自嘲与吐槽如果能起到排遣负面情绪、
疏通职场关系的作用，倒也是别有一功。当人人都
觉得自己是打工人的时候，打工文学一定会前赴后
继，层出不穷。又或许有朝一日，其中就会诞生真
正的文学大家呢？

短剧出海

“钱景”和“前景”
  据浙江宣传微信公众号，短剧在海外强势“圈
粉”、展现其旺盛生命力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
题。内容创作仍存短板。虽说靠着“洒狗血”能博
得一时关注，但剧情是否与海外文化相贴合、逻辑
是否与海外观众的日常经验相关联，则决定着短剧
出海能否不只是一时热闹。投放成本居高不下。成
功的短剧往往需要靠流量变现来维持长久发展，但
海外投放的高成本却让从业者感到焦虑。市场竞争
鱼龙混杂。行业内恶性竞争、短剧品质良莠不齐、
版权保护面临挑战等现象也频繁发生。
  短剧出海绝非简单的影视传播，也是一种文化
传播现象。如何让中国短剧在海外市场有“钱
景”，更有“风正一帆悬”的前景？多一些量身定
制，少一些自说自话。短剧出海，实则是将我们的
文化“嫁接”到海外的审美土壤上，只有深刻洞察
并尊重国与国之间的文化距离，打造出更多有内
容、有内涵的短剧，才能敲开海外观众接纳中国文
化的心门。
  组团出海，方可抵御风浪。不妨进一步打造从
网文创作、短剧改编、游戏推广到落地分发的内容
创作链条，整合资源、统筹引导，让更多优秀作品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有规矩、有章法，也是一种
自我保护。当短剧创作开辟了海外新市场，制作方
更应充分了解并遵守海外版权法规，将版权意识前
置到素材使用的每一个环节，避免法律风险，提升
创作口碑。
          （□记者 朱子钰 整理）

  □ 朱子钰

  中秋佳节将至，团圆氛围渐浓，月
饼又成为主角。与往年纷繁复杂的月饼
样式有所不同，据媒体报道，今年月饼
市场刮起“简约风”，散装月饼更受消
费者欢迎。线下商超，百元左右平价礼
盒增多。健康化、品质化成为月饼行业
的新流行。
  花好月圆人团聚，月饼作为应节
食品，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自古
以来备受重视。过去月饼市场奢侈之
风屡禁不止，以鱼翅、鲍鱼、燕窝等
高端口味彰显不同。各种豪华包装争
奇斗艳，几千元一盒的月饼司空见
惯。小小一盒月饼引发攀比消费，这
一现象产生的负面影响显著，背离了

传统节日的初衷。
  “天价”月饼消费的本质是脱离
里子，只要面子。月饼是一种糕点，
它象征着团圆，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
传递着美好的祝福。实际上，一块月
饼的成本并不高，“天价月饼”的搅
局，背后“送礼文化”如影随形，让
整个市场的销售价格水涨船高，远远
超出了月饼本身的价值。卷包装也只
会加重消费者负担，有的包装十分豪
华，但月饼口味一般，最终在消费端
体现的是徒有其表。
  每逢中秋，为遏制“天价”月饼，
有关部门对相关工作进行了专题部署。
过去几年，结合政策落实，推动月饼回
归大众消费品属性、回归传统文化本
源，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今市场上刮起

的月饼“简约风”正是印证了遏制高价
月饼卓有成效，营造出和谐有爱、崇尚
简朴的节日氛围。
  人们对月饼的重视，其实来源于其
所承载的团圆的美好寓意。中秋节吃月
饼，吃的是那一份本味，以及对当下与
未来的美好期盼。月饼的重点不应在面
子上下功夫，应该关注于里子。多一些
品质上的比拼，少一些华而不实的
概念。
  一些以真材实料著称的老字号月
饼乐于在传统中创新，研发多种口
味，价格一直平易近人，深受顾客喜
爱。有的注重提升月饼的文化含量，
苏州省级非遗项目、苏式月饼制作技
艺的保护单位稻香村，携手大热IP《黑
神话：悟空》推出联名礼盒月饼“齐

天揽月，直面天命”，以游戏中的6个
角色为造型，售价仅需99元，被网友
盛赞：既符合审美，价格也很美丽。
还有的月饼围绕着健康做文章，在兼
具美味的同时添加更多健康元素，比
如，多家中医院推出药膳月饼，添加
陈皮、石斛、酸枣仁、人参、桑葚等
药食两用的中药材，好吃还养生，不
仅重新定义了月饼，也让大众对中医
药文化有了更多的兴趣与认识。
  简约不减质，“简约风”的月饼成
为主流，反映人们消费观念的进步，倒
逼相关企业商家摒弃以往的奢侈之风，
还市场一片明净。回归传统节日本质，
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延续传
统美食的同时创新探索月饼的新表达、
新阐释，这样的风可以刮得更猛一些。

“简约风”可以刮得更猛些

  □ 卢昱
　　
  终于到了开学季，各类“吃苦夏令
营”偃旗息鼓。可对于“吃苦”的讨
论，却从未停止。有人调侃，爸妈这一
代是“没苦硬吃”，我们这一代是“没
福硬享”。也有人喜欢读成功学的名人
传记，看那些名人如何在逆境中奋起，
最终获得成功。
　　然而，这些故事往往将苦难浪漫
化，甚至将其视为一种必要的成长过
程。如何看待苦难？苦难的意义何
在？这些问题，历久弥新，值得不断
探讨。
　　在中外不同的文学作品中，苦难常
常被用作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性格
以及探讨更深层次哲学议题的重要元

素。从古希腊悲剧到现代小说，苦难都
是作家用来探索人性复杂性的有力工
具。不可否认，苦难本身是一种痛苦的
经历，它不应被追求或歌颂。
　　苦难并非一种可以轻易克服的障
碍，它是一种让人身心俱疲的折磨。无
论是疾病、贫困还是战争、灾祸等种种
不幸，它们都是人类不愿面对的东西。
苦难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
好，而是因为我们无法完全避免它。许
多人将苦难视为成功的前奏曲，认为没
有经过艰难困苦就无法取得真正的
成就。
　　这种观点往往建立在幸存者偏差的
基础上，忽略了成功背后的真正驱动
力——— 才能、努力、方向和机遇等。尽
管在某些情况下，经历过苦难的人可能

会变得更加坚韧，但这并不意味着苦难
本身是值得追求的。事实上，许多人在
经历了不必要的苦难后，反而失去了前
进的动力。
　　面对不可避免的苦难时，我们需要
迸发勇气和智慧去克服，而不是将其视
作一种美德。熬过“肉体的苦”，只表
示能忍；能扛起“精神的苦”，便无惧
“眼前的难”。忍得住寂寞、熬得过时
间、经得起质疑、拼得过同行、打得了
硬仗，守得住初心，这些都叫苦。真正
的吃苦，不是徒增肌肤之痛，不是被动
“无效吃苦”，不是盲目“自讨苦
吃”。无论身处什么时代、面临何种环
境，拥有承受挑战和苦难的坚韧与毅
力，保持人性的美好，这才是应永葆的
宝贵品质。

　　在物质条件相对优越的今天，我们
更应该警惕那些将苦难理想化的言论。
这不仅会误导人们错误地追求不必要的
困境，还会削弱社会对预防和缓解苦难
的关注。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创造
一个更加公平、健康的社会环境上，而
不是试图通过经历苦难来证明自己的
价值。
　　总的来说，苦难并非值得追求的
事物。它不应该被歌颂或美化，而应
该被尽可能地减轻和避免。吃苦的过
程不必复制，吃苦的精神必须传承。
我们应该鼓励人们通过积极的方式来
实现自我提升和发展，而不是非要经
历痛苦和挫折。毕竟，不一定吃苦才
能 长 大 ， 苦 辣 酸 甜 尝 遍 才 是 丰 盈
人生。

不必复制吃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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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九龙
 
  今年暑期，不少游客反映故宫门票
一票难求，每天放票即秒空，很难抢
到。8月20日，有媒体报道，外地游客
多是通过黄牛买票，一张有保障的预约
票要1100元，但临时购买有保障的票要
1600元。
  黄牛到底有多猖狂？据技术人员
介绍，8 月 20 日 20 时 11 分，故宫博物
院小程序售票系统接到总计超过5 万次
请求，其中正常请求量仅 9800 余次。
技术人员表示，从近 15 日的拦截数据
来看，系统总计接受 300 0 多万次请
求，平均每天超过200 万次请求，经识
别恶意机刷流量在80% 以上。目前仍处
于高峰当中，初始流量中“黄牛请求”
占比整体接近90% ，如果不进行拦截和
处置，普通用户确实很难参与竞争、买
到门票。

  实际上，尽管文博机构采取了多种
措施来缓解预约难的问题，但在旅游高
峰期，供需矛盾依然突出，黄牛倒票现
象更是对观众的正当参观权益造成了侵
害。此前，有游客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
频，抱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门票预约
难，有时甚至需要通过黄牛加价购买团
队票，票价高达498元一位。近期，央
视新闻客户端报道，记者在国家博物馆
外随机采访了30位游客，发现只有2人
是通过正规渠道预约的，其余28人都是
通过黄牛加价进入的。
  黄牛利用抢票软件和游客个人信
息，在放票瞬间迅速占有大量票源，然
后通过退票、抢票实现牟利，这不仅扰
乱了公共秩序，还损害了博物馆的公益
属性。此种乱象如何解决呢？
  提升技术手段是基础。据了解，
目前故宫博物院使用实时甄别“黄
牛”的纵深防御技术手段，以“毫秒

级”对预约的用户进行风险识别，给
出判断结果。目前主要是防止“黄
牛”使用自动脚本的方式大规模机器
抢票，主要采取的策略有五大类，包
含但不限于请求伪造识别、恶意操作
行为识别、智能动态风险画像、关联
票务逻辑的风控策略、动态名单等。
依托AI算法模型来甄别黄牛，能够较
为有效地打击黄牛的机刷行为。同
时，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游客预约
数据，预测高峰时段，据此调整开放
策略和预约策略。
  优化票务管理手段是补充。三星堆
博物馆在防黄牛系统运行和例行查验中
发现了多个异常购票账号，将违规占用
大量门票资源的账号列入黑名单，阻止
其再次预约。有些文博机构有针对性地
优化了票务管理措施，限制同一账号或
身份证号的购票数量，采用智能验证码
进行验证。总而言之，就是要提高票务

系统处理能力，使预约过程更加公平、
透明。
  增加文博产品供给是根本。供需矛
盾是滋生黄牛的土壤，治病还得治根。
在旅游高峰期或节假日，文博机构可以
延长开放时间，比如增加夜场参观，为
游客提供更多的参观时间。在不影响文
物保护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开放日，比
如每周增加一天或在特定时段增设开放
日。根据场馆容纳能力和安全管理要
求，适当提高单日的最大接待量。在不
同的时间段增设临时展览，分散人流，
减少对特定展览或常设展览的压力。如
果条件允许，可以增加展览场地或利用
临时空间举办特展，以分流游客。定期
更换展览内容，吸引游客在不同时间多
次参观，从而分散单次展览的人流。另
外，还可以与其他文博机构合作，共享
展览资源，比如巡回展览，减少单一场
馆的压力。

人气景区黄牛倒票如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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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子钰 刘洁

  超意兴进军北京市场一年不到，战
绩如何？近日有媒体报道，每逢餐点，
200余平方米的北京门店内便客流不
息，点餐区和收银区常常排起长队。来
自山东的把子肉是公认的美食代表，老
牌平价鲁菜馆进京后收获一众好评，被
网友称为：“富养自己的天堂”。
  鲁菜快餐品牌，为何能赢得北京食
客的青睐？这就要从超意兴的定位说
起。薄利多销是超意兴一直坚持的运营
逻辑，便宜又好吃，主打一个性价比。
进京后的超意兴依旧如此。4元的素菜
加8元浓油赤酱的把子肉，配上2元米饭
和免费无限续杯的玉米糊糊，14元的快
餐便能吃饱喝足。与均价20元起步的老
乡鸡等快餐品牌相比，优势更为明显。

  消费更理性的背景下，极致性价比
品牌有着巨大市场，比如奶茶赛道的蜜
雪冰城，咖啡赛道的瑞幸，网购赛道的
拼多多，它们的成功就是有力的说明。
如今，在餐饮赛道，低价量足、荤素搭
配、不算难吃的“盒饭”受到了“打工
人”的追捧。作为快餐连锁品牌，超意
兴仅仅有低价还不够。理性消费虽然成
主流，但人们对品质的要求并没降低，
好吃又干净的“心价比”才是让品牌走
得更远的王道。
  显然，致力打造“百姓厨房”的超
意兴做到了。带有明显鲁味特色的把子
肉成为第一特色，再配上美味可口的家
常菜，为鲁菜开辟了另一种发展模式。
很长一段时间，鲁菜走的都是高端路
线，比如九转大肠、糖醋鲤鱼、海肠捞
饭和葱烧海参这些当家菜，用料讲究，

做法独特，价格也不低。殊不知，平时
的家常菜，诸如西红柿炒鸡蛋、醋熘土
豆丝和木须肉等都属于鲁菜菜系。明
清时期，大量山东厨师和菜品进入宫
廷，后蔓延至民间，对北京菜产生了
一定影响；而闯关东的山东人也或多
或少地影响了东北菜。鲁菜在北方市
场，拥有深厚的根基，很容易得到食
客的接受与喜爱。主打家常口味鲁菜
的超意兴，又能做到现场炒制，自然
博得消费者青睐。
  但适应现代化的市场，鲁菜品牌发
展壮大，不仅要底子，也要看技术。据
悉，供应链的建设被超意兴视为重中之
重。如采购和生产各个环节已经形成规
模化。一些食材如大米直接面向东北产
地，减少中间环节，实现降本增效；德
国进口的生产设备能够精确把把子肉的

重量误差控制在2克以内，实现了效率
与质量的统一。
  从反馈看，超意兴不仅抓住了北漂
的胃，也打动了北漂的心。“开在一个
小区，就要服务好一个小区，造福好一
个小区的老百姓；开到一座城市，就要
造福这一个城市的老百姓。”尽管鲁菜
的快餐品牌在未来发展中还有很大空
间，但极致性价比、健康美味的鲁菜能
够带给北京打工人一丝慰藉，就已经足
够了。
  目前，超意兴直营600多家门店，
走出山东，覆盖京津冀。这再次证明了
鲁菜的号召力，也是展现“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的另外一种方式。在消费回
归本质的今天，超意兴能够走出去，其
中的运营逻辑是否也可以启示其他美食
品类的山东老字号呢？

超意兴进京带来什么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