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丽

据新华社报道，春节临近，天津、三
亚、广州等地，为刺激消费陆续发放消费
券。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紧俏的消
费券被“黄牛”“截和”，被放在网络平台
上倒卖；还有一些“黄牛”勾结商家，利用
消费券虚假消费，骗取补贴。

消费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近
段时间，全国各地都在阶段性发放各类
消费券。政府发放消费券的目的是惠及
民众，降低消费成本，提振消费，促进经
济循环。这对于商家来说，也是吸引客
源、增加营收的大好时机。发放消费券，
可谓是助商惠民促消费的利好举措。

然而，一些惠民的消费券却被“黄
牛”“秒没”。一边是普通市民“掐点”抢
券，一券难求；一边是“黄牛”明码标价，
公然倒卖。如此一来，真正有需求的民
众，要么“望券兴叹”，要么被迫接受高价
二手券。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和商家的
利益，而且使国家的惠民政策大打折扣。

“秒没”的背后是制度监管的不到位
和技术的缺失。一些地方在治理“黄牛”
方面的成功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
的经验。

用制度封堵“黄牛”。2024年周杰伦的
上海站演唱会，由于主办方坚持实施“实名
购买、不可转让、刷脸入场”的“铁三角”机
制，使得大量“黄牛”不得不在开唱前“割

肉”离场，不但未能牟利，还损失了票面价
20%的手续费。用技术手段反制“黄牛”。
北京故宫博物院目前使用实时甄别“黄牛”
纵深防御技术，能以“毫秒级”精度对预约
用户进行风险识别；四川三星堆博物馆直
接拉黑在防御系统运行和例行查验中发现
的多个异常购票账号……实践证明，及时
升级防御技术，利用信息化手段封堵拦截，
能够有效斩断“黄牛”伸出的黑手。

从以上“防牛”的各种妙招中不难看
出，治理“黄牛”，主观能动性很重要，因
为办法总比困难多。针对消费券发放问
题，有关专家给出建议——建立消费券
追溯机制，确保消费券的发放、使用、核
销全流程都处在监管之中；杜绝隔空刷

码等行为；对违规商户进行处罚并建立
“黑名单”制度，确保全流程公平、透明、
可追溯。还有律师建议依法惩治，因为
倒卖消费券，不仅构成非法经营罪，如果
利用消费券骗取政府补贴，还会构成诈
骗罪，理应受到刑事处罚。

总之，决不能让“黄牛”堂而皇之地
损害公众正当权益，更不能使一些紧俏
的社会资源成为“黄牛”的“摇钱树”。在
相关部门出重拳惩治“黄牛”的同时，消
费者也要达成抵制“黄牛”的共识。相信
只要各方积极应对，就能大大压缩“黄
牛”的生存空间，从而维护公平的市场秩
序。

出重拳，让“黄牛”彻底变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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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英东

回家，是最好的礼物。又是一年春
运时，1 月 14 日，为期 40 天的 2025 年春
运正式拉开序幕。据铁路部门预测，今
年春运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预计将达90亿人次。

春运，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词汇，背
后承载的是亿万家庭对团圆的渴望。每
当春节临近，那份归心似箭的情愫便如
潮水般涌来，不可阻挡。因此，春运总是
伴随着人潮汹涌和票务紧张。如何让每
个人买得到回家的票，不仅是对交通运
输部门的一次大考，更是对社会温情与
责任的一次深刻检验。

车站里，人头攒动，每一个背影都藏
着一段归家的故事；网络上，每一次购票
点击都是对家的深情呼唤。近年来，尽
管铁路部门不断加大运力投入，优化售
票系统，但春运期间的“买票难”问题依

然难以得到根本解决。一方面，铁路部
门通过加开临客、调整列车运行图等方
式，尽最大努力增加运能；另一方面，旅
客的出行需求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尤其
是在春节前后，热门方向的火车票往往
一票难求。

面对春运售票高峰期的供需矛盾，
铁路部门和社会各界需要共同努力。铁
路部门应根据客流预测结果，科学制定
春运列车运行图，加开临客列车，增加热
门方向的运能供给。同时，优化列车开
行方案，合理安排列车到发时间，提高运
输效率。例如，在高峰时段增加列车运
行频次，减少旅客等待时间；针对热门方
向增开夜间动车，满足旅客夜间出行需
求。

如何精准匹配旅客出行需求，解决
春运常见买票难点？铁路部门可以依靠
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提供解决方案，实
现售票系统的智能化、高效化。通过优

化系统架构、提高服务器性能、拓展网络
带宽等方式，提升售票系统的承载能力
和响应速度。同时，开发更多便民功能，
方便旅客购票。

针对“黄牛票”等扰乱购票秩序的
现象，铁路部门应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
部门，加大对代购、囤票等行为的打击力
度。通过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加强信息
共享和协同作战等方式，有效遏制非法
抢票行为的发生。同时，加大对“抢票软
件”的打击力度，维护购票秩序和旅客的
合法权益。

让每个人买得到回家的票，不仅是
对交通运输能力的考验，更是社会公平
正义和温情的彰显。我们希望，铁路部
门和社会各界可以用爱心和责任编织起
一张张通往家的温暖网络，让每一位游
子都能如愿以偿地踏上归途，与家人共
度一个温馨、祥和的春节。

让每个人买得到回家的票

□ 杨朝清

家人团聚吃饭各自低头玩手机、父母
与孩子互动常被手机打断、面对面交流变
得稀缺且能力在退化……对此，浙江传媒
学院教授葛继宏一则“放下手机从年夜饭
开始”的建议，引发舆论广泛共鸣。

在手机深刻嵌入日常生活的当下，不
少人都患上了“手机依赖症”。哪怕是合
家团圆的年夜饭，也有一些人沉迷于刷手
机，让节日氛围大打折扣。“放下手机从年
夜饭开始”犹如一面镜子，提醒人们不要
过度依赖手机，自觉防范这一行为对日常
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放下手机从年夜
饭开始”说到底是一种理性价值的回归，
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人在这个数
字化时代，懂得权衡轻重，保持一定的自
律意识。和手机保持适度的距离，厘清现
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界限，在数字化生活
中保持独立性与自主性，需要凝聚更多文
化认同与价值追求，需要更多的参与者与
行动者。 据《北京青年报》

放下手机从年夜饭开始
是理性回归

□ 冯海宁

近日，湛江遂溪一鞋店爆改“肥娟小
吃”店，因店主夫妻俩真诚的“听劝”态度
而火爆全网。1月10日，“肥娟小吃”店老
板宣布周末休息“周一见”，再度引发关
注热潮。

前有“听得懂话”的理发师李晓华走
红网络，今有真诚听劝的“肥娟小吃”成
为网红。拥有流量，就等于拥有名和
利 。 但 与 李 晓 华 主 动 拥 抱“ 泼 天 流
量”——连续发布视频、受邀参加央视春
晚不同的是，“肥娟小吃”的店主夫妻却
作出截然不同的、出乎意料的选择。小
两口解释，最近到店买小吃的人太多了，
他们俩挺累的。休息期间，他们也可以
沉淀下来，整理一下自己的想法和心情，
之后再重新回归。这种休息与沉淀，应该
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对其他实体门
店经营者是一种启示：不要梦想一夜之间
突然变成网红，前期某些铺垫必不可少；
一旦成为网红店，只有保持理性坚持个性
才能长红。 据《南方都市报》

爆火的肥娟夫妇周末休息
是明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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