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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校热

近段时间，各地夜校又得
到年轻人的关注。在上海，市
民艺术夜校即便“季季扩容”
仍是“一课难求”；在长沙，“充
电学习”“上兴趣班”成为年轻
人“夜生活”的新场景……夜
校热反映了当前年轻人对艺
术教育的强烈需求，也折射出
当下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
发展，更彰显出我国学习型社
会建设正加快推进，“人人皆
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全
民终身学习服务体系正加快
构建。 王铎作

民乐版“科目三”来了。新疆的脖子，
内蒙古的肩，西藏的袖子搭两边，壮族三
月三的音乐响彻天，中华民族共舞同心
圆！啵咧（壮族唢呐）吹出的“科目三”，民
族元素拉得满满，火遍了全世界。近日，杨
丽萍团队、德国健身达人帕梅拉跳“科目
三”的话题还冲上微博热搜。网友们纷纷
热议，广西“科目三”不会还要上春晚吧？

国内大众文化领域很久没有爆火的
新梗现世，直到最近一种被称为“科目三”
的舞蹈异军突起。“科目三”的来历，一种
说法是这种编舞来自于一场广西人的婚
宴，而跳舞是广西人继唱山歌、嗦米粉之
后的“科目三”；另一说法则是称这个舞蹈
来自一个通过了机动车驾驶证科目三考
核、在现场跳舞庆祝的素人。不管怎样，其
来源究竟为何已经不重要，当下只要点开

“科目三”舞蹈的视频，就能感受到扑面而
来的欢快和张扬。可见，“科目三”是一种
文化超越，能够传递情感能量，产生新的
愉悦和满足。

“科目三”火出圈，缘于文化的感染
性。生活中广西人都很喜欢跳舞，有网友

评论，原来这就是广西“科目三”。如今，就
连世界顶尖舞者也跳起“科目三”，俄罗斯
皇家芭蕾舞团、拉丁舞大奖赛的舞者、世
界街舞冠军……诸多专业舞者下场，说明
尽管存在文化和语言差异，但世界各国的
文化情绪表达有很多共性。“科目三”契合
了大众审美需求和情感需求，又植入了全
球网络文化基因，可复制性、可传播性较
高，很容易在全世界传播。“广西不大，创
造神话”，一段舞蹈，就可以让世界各地共
享欢乐，这就是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化自信，很重要的基础就是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打破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的界限，在
文化创新中实现传承，是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的重要方式。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与时代贯通起
来、同人民群众日行日用的共同价值观融
通起来，与时俱进，才能愈来愈坚定文化
自信。源于广西的舞蹈，由扭胯、摇花手、
小连步等丝滑的动作组成，搭配京剧唱腔
的背景音乐，就有了鲜明的中国风特色。

文化传承弘扬是基于点滴积累的宏
观气象。作为“科目三”的音乐标配，《一笑

江湖》原曲本是描绘武侠世界的沧桑与孤
独，被改编成DJ 舞曲版本后，这首歌变得
节拍强劲、轻快、时髦。曲中的戏腔一唱
起，肤色、语言各异的人们就开始在世界
各地的街头扭起花手、摆动胯部、滑动双
腿，如入无人之境。武侠文化意蕴，本是传
统的，其携带的价值标准，配上时代元素，
仍然活力焕发。“科目三”爆火并不一定是
因为舞蹈优美，更在于其传递出了快乐、
随性的传统生活价值追求，反映了当代年
轻人对于生活的态度，是一种镌刻时代印
记的“礼乐文明”。

守护好中华文脉，借时代躯体，才能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进而扩大中
华文化的影响力。一座座古都、一处处遗
址、一件件文物、一册册典籍，抑或千姿百
态的民族地域风情、淳朴民风民俗，都是
深厚的文化积淀，都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
要源泉、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宝贵资源。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时代
价值，注重创新转化，才能让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焕发新活力、展现新魅力，让人们
在历史之旅、文化之旅、精神之旅中增强
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心和历史主动性。

“不扫码，寸步难行。”北京市平谷区的王女士几天前开车出某停车场，准备扫码支付停车费时，因
天气寒冷，手机卡顿后突然自动关机。她本想用现金支付停车费，却发现停车场只能扫码缴费。于是，
她不得不在车里等待了近10分钟，等手机重新开机稳定后才得以缴费离开。

这次经历，让她不禁感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停车、点餐、缴费等都要扫码，有的只提供扫
码支付服务，离开手机好像什么都干不了了；有的扫码支付前得填一堆信息或关注一堆乱七八糟的公
众号，实在让人头疼。”（据《法治日报》）

王女士遇到的问题，算是一个老问题。需要
注意的是，时下，越来越多的地方或环节要扫码
才提供服务：点餐买票要扫码、停车缴费要扫码，
甚至回家进出单元门也要扫码。如果拒绝扫码，
要么遭受冷遇，要么干脆办不了业务、享受不了
服务，尽管大家对此都有怨言，却都无可奈何。许
多时候，强制扫码成了绕不过的门槛、“打不死的
小强”。

扫码有方便快捷等优势，也是时代发展和社
会进步的体现，但一旦频繁出现且带有强制性，就
走样变味了。一方面，扫码有时并不是在给使用者
做“减法”，反而是做“加法”，增加使用成本；另一
方面，一些扫码行为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事实上，强制关注、过度采集信息等都涉嫌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在此
前提下，一些商家仍然要求消费者扫码，进而让
其成了“打不死的小强”，除了装聋作哑，根本原
因就在于有利可图。比如借助扫码，商家既可以

有效降低运营成本，还能采集相关信息数据，精
准地为用户画像，推送更符合用户习惯和需要的
广告；还有商家将收集到的信息转卖出去，获取
非法利益。

有专家表示，规范扫码服务，应当既给商家或
单位提供便利，又能够提升用户体验，这才是双
赢。这是非常中肯的。要达到和谐双赢，首先，商家
要严守法规，充分尊重公众的选择权；其次，要对
症下药，进一步畅通监督举报和纠纷调解渠道，促
使商家扫码服务行为规范；再次，要严格监管，加
强涉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治理，避免人们因扫码
而产生信息泄露等问题。此外，广大消费者也要

“觉醒”，对强制扫码勇敢说“不”；如果因为扫码使
权益受到侵害，要及时向相关机构投诉或寻求法
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

无论如何，我们既不能让扫码成了困扰生活
的负担，更不能让强制扫码依然故我，这是市场
和消费者的共同期待，是有关服务提供者和监管
部门的责任，也是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会说话的红绿灯，“讲述”动人的关爱善意

现在，只要打开手机扫一扫便能轻松实现支
付、点单等活动，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但是不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停车、点餐、缴费等都要扫
码，有的只提供扫码支付服务，离开手机好像什么
都干不了；有的扫码支付前得填一堆信息或关注一
堆乱七八糟的公众号，实在让人头疼。

我们不否认扫码支付的优势。扫码支付不仅
简化了消费者支付流程，还降低了商家的人工成
本、提升了商家运营效率。但本应该方便人们的
二维码，现在却又带来许多不方便——

扫码支付步骤多，甚至有商家扫码弹广告。
过于频繁出现的广告导致扫码消费流程不畅，降
低了效率，广告内容还存在误导。

扫码支付需注册，强制收集个人信息。扫码

付费时，商家常要求消费者关注其公众号，填写
个人信息成为会员享受折扣，或通过公众号、小
程序自动获取电话、生日、地理位置等个人信息，
过度收集消费者信息。

扫码支付成了唯一选项而无人工服务。商家
为了降本增效，直接取消了人工服务，给无法扫
码支付的消费者造成不便，也侵害了消费者的公
平交易权。

种种不便，其本质上是商家谋取利益最大
化，不考虑消费者的感受。清除这种障碍，既需要
有关部门帮助消费者依法维权，还需要商家尊重
顾客，以实际行动保障现金支付、刷卡支付等的
选择权，而不是以牺牲消费者的体验和选择权来

“降本增效”。

王女士的遭遇让我想起前不久北京三中院
通报的一起餐厅强制顾客扫码点餐获取个人信
息且无法删除的案例。据报道，孔某至某餐饮公
司用餐时，个人信息被商家获取，取消关注该公
众号后仍无法自行删除。法院判决该公司删除
孔某个人信息，书面告知孔某其个人信息的处
理范围和方式，向孔某书面赔礼道歉，赔偿孔某
为保全证据花费的公证费用5000元。

近年来，扫码点餐服务在餐饮行业迅速兴起普
及。然而，有的餐厅却在“扫码”和“点餐”之间增加了一
道程序，不关注微信公众号、不授权商家获取个人信
息就不能点餐。商家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自己的
公众号引流，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有针对性地推送
营销信息。然而，此举却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
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拒绝经
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扫码点餐强制关注公众
号，就属于“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侵犯了
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同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处理个人信
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不得通
过误导、欺诈、胁迫等方式处理个人信息。消费者
姓名、手机号、生日、地理位置、通讯录等个人信

息，与就餐行为无关。商家通过扫码关注公众号
获取上述个人信息，有悖于收集个人信息的“正
当、必要”原则，涉嫌过度收集。如果保管不善，还
有泄露、丢失的风险。

对此，一些地方和部门已经开始加强对强制
扫码的执法监督，一些消费者也主动运用法律武
器进行诉讼维权。

不过，应该看到，考虑到时间和精力成本，指
望每个消费者较真维权并不现实。拿北京三中院
通报的这起案例来说，孔某虽然打赢了官司，商
家只是赔偿了孔某为打官司花掉的 5000 元公证
费用。这样的结果，不足以鼓舞和带动更多消费
者站出来维权，也无法对商家形成有力震慑，打
消其侥幸心理。

所以，在为孔某勇敢维权点赞之余，更希望
公益诉讼主动接棒。2023 年 6 月 19 日，中国消费
者协会曾表示，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强制
关注公众号”消费监督工作，委托专业维权志愿
者对线索进行汇总、分析、整理，并视情节采取提
示警示、约谈劝喻、支持消费者诉讼、提起消费民
事公益诉讼等方式。期待各级消协组织切实扮演
好“娘家人”角色，积极开展关于强制扫码的公益
诉讼，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在江苏南通，老厂房改造而成的文化
创意产业园和创业园，不仅打造出形式
多样的消费新场景，吸引了越来越多游
客前往体验打卡，还形成了集办公、运
动、美食、娱乐于一体的产业集群。（据
《江海晚报》）

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区里的工业
企业外迁，一些地块上的老厂房逐渐被废
弃。老旧厂房作为工业发展的遗存，如果
任其闲置，既占用城市空间，又影响城市
颜值，但换个思路看，老厂房承载着人们
对过往年代的情感记忆，有着独特价值的
宝贵资源，如果改造得当，利用充分，让这

些工业遗存的价值再生，遗存不仅可以变
为遗产，带来一定的商业和文旅效益，还
能延续城市的文脉，为城市留一抹“工业
乡愁”。

近年来，一些城市对一些废弃老厂房
进行改造，通过挖掘文化元素、引入多元
化业态等方式，改建成现代文创产业园或
历史文化商业街区，精心打造集餐饮、购
物、策展和体验等于一体的城市聚场。比
如，北京 798 艺术区、杭州双流水泥厂、成
都市东郊老工业区等老厂房改造，都是成
功的案例。这样的开发再利用，既传承了
城市的发展历史，又盘活了城市存量土地
资源，也让昔日老厂房焕发出新的活力，

实现了新旧动能的转换，成为经济发展的
新亮点，无疑值得称道。

承载着时代记忆的老厂房，是城市文
脉的珍贵财富。赋予老厂房新的功能和价
值，与吃住行游娱购等业态有机融合，让
工业遗迹在蝶变中浴火重生，成为生机盎
然的文创产业聚集地，让居民切实感受到
城市的变化和生活的美好，是城市更新需
要探索研究的一项课题。期待各地能够从
一些城市老厂房嬗变中获得启示，推进工
业遗存资源升级改造，让越来越多老厂房
实现华丽转身，变身为富有生机、商机、活
力的新地标，成为城市的闪亮一隅，以及
市民吃喝玩乐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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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

众议苑“科目三”爆火，是一种镌刻时代印记的“礼乐文明”
◎张全林

二维码何以成了“拦路码”
◎ 高佳怡

别让强制扫码成了“打不死的小强”
◎ 张国栋

维权扫码还需公益诉讼接棒
◎ 张淳艺

“现在是绿灯，行人请通过人行横道。”1月6日中
午12点30分，在成都市青羊区双清中路与锦西路交
叉口，一旁的红绿灯正在对实时路况进行语音播报。
从锦西路右拐约1公里，两个大交通口的红绿灯也都
安装了语音播报器。（据《成都商报》）

作为公共交通信号设施，与之前相比，会说话的
红绿灯也许在技术上只是一个小调整，但其设计安装
却释放出浓浓的善意，凸显出城市管理者、建设者对
特殊群体创设无障碍环境的积极主动。

红绿灯发声，“讲述”动人的关爱善意。除了盲
人以外，低视力、色盲、高度近视人群，甚至是对于
日益增多的“低头族”，这种红绿灯都能提供额外

“保护”。
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在设置此种红绿灯时应充分

考虑少扰民、不扰民，对播报时间段、音量控制等都进
行科学设计。

相信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的深入实施，无障碍设施将会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人
性化，这也切实提升了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

“作为吉林人，还真不知道本地产蓝
莓！”“黑龙江产蔓越莓？它不是进口的
吗？”“四川产鱼子酱？还出口到国外？”正
在中国东北涌动的冰雪旅游热潮，意外
挖掘出这个国家南北多地的“隐藏特
产”。一些特产因超出网友对家乡特产的
认知而引发广泛讨论，并逐步演化成新
的网络热点。（据中国新闻网）

最近，“尔滨”带起一出“全国特产大
摸底”的好戏，挖掘了众多“隐藏特产”。贵
州网友惊叹于自家的铜仁盛产抹茶；上海
网友做梦也没想到，崇明竟然出产藏红
花；安徽网友也奇怪，六安还盛产世界三
大珍肴之一的鹅肝……网友纷纷感慨，自
己好像也被家乡蒙在鼓里。特产特产，竟
是“特地背着本地人生产”？

在这一现象背后，我们不得不思考一
个问题：为什么这些特产之前一直“隐
藏”，直到现在才被发掘出来？一个不可忽
视的原因是，这些特产缺乏知名品牌。在
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品牌已经成为
消费者选择产品的重要依据。一个响亮、
有信誉的品牌，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

者，带动产品的销售。然而，这些“隐藏特
产”在之前并没有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品
牌，或者品牌知名度不高，导致消费者对
其缺乏了解，限制了其市场销路。

事实上，很多地方的特产都有着独特
的品质和口感，但由于缺乏品牌意识和有
效的推广手段，一直难以打开市场。这也
反映出一些地方在发展特色产业时，过于
注重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而忽视了品牌建
设和市场营销的重要性。如何才能让这些

“隐藏特产”真正走俏市场，而不仅仅是一
时的偶然事件带动呢？

首先，加强品牌建设。品牌是产品的
灵魂，是消费者认知产品的重要途径。对
于特产来说，要想在市场上立足，就必须
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品牌。这需要地方政府
和企业共同努力，加大品牌宣传力度，提
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还要注重
产品的包装和设计，使其更符合现代消费
者的审美需求。

其次，拓展销售渠道。除了依靠旅游
带动销售外，还应该积极开拓其他销售渠
道。比如，可以通过电商平台进行线上销
售，利用物流网络将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也可以与大型超市、商场合作，设立特产
专区或专柜，方便消费者购买；此外，还可
以参加各类农产品展销会、博览会等活
动，展示产品特色，吸引更多客户。

最后，注重产品创新。时代在变，消费
者的需求也在变。对于特产来说，要想保
持长久的竞争力，就必须不断进行产品创
新。这包括改进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品质、
开发新产品等方面。只有不断满足消费者
的新需求，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
不败之地。

“尔滨”带火“隐藏特产”是一个好的
开始，但要想让这些特产真正在市场上
站稳脚跟，还需要做很多工作。“隐藏特
产”走俏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政
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政府应
该出台相关政策，扶持特产产业的发展；
企业应该加大投入力度，提升产品品质
和品牌知名度；社会各界也应该给予关
注和支持，共同推动特产产业的健康发
展。只有通过品牌建设、渠道拓展和产品
创新等多方面的努力，才能让这些特产
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推动地方经济
发展的重要力量。

期待更多老厂房焕发新活力
◎ 刘予涵

“隐藏特产”不能光靠“尔滨”带火
◎ 王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