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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莎莎

7月12日晚，第三届啤酒节暨聊城夜
宴嘉年华现场，英歌舞的表演引来众多
游人驻足观看，再掀狂欢热潮。啤酒节、
英歌舞，看似混搭，其实有以下启示：在
当今消费升级背景下，文化的流动性正
成为激活区域经济的新动能。这场“南
舞北跳”的盛况，不仅展现了非遗的强大
生命力，更演绎了一出现代版“文化走
亲”的经济好戏。

英歌舞是我国潮汕地区的传统舞
蹈，已有300多年历史。融舞蹈、南拳套
路、戏曲表演于一体，英歌舞刚劲雄浑、
粗犷豪迈，表演场面气势恢宏、阵势多
样、套路多变，有祈愿平安、送福添彩的

寓意。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英歌舞的传
承面临挑战。年轻一代对传统艺术的兴
趣减弱，表演场合也局限于民俗节庆。英
歌舞走进啤酒节，是大胆而成功的尝试。

啤酒节作为节庆活动，主打的是啤
酒文化、特色美食、精彩演出、互动体
验的感官盛宴。近年来，各地啤酒节同
质化严重，缺乏独特吸引力。如何让啤
酒节既保留狂欢属性，又具备千滋百味
的文化深度？聊城的这次尝试给出了答
案——让非遗成为节庆的灵魂。

英歌舞的加入，丰富了啤酒节的内
容，掀起一波沉浸式体验的消费热潮，让
市民在畅饮啤酒的同时感受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魅力。这种“文化+节庆”的
模式，既满足了消费者对休闲娱乐的需

求，又潜移默化地传播了非遗，一举两
得。

英歌舞与啤酒节的结合，看似跨界，
实则有着内在的逻辑。一是，二者都具
有狂欢属性。英歌舞的热烈奔放与啤酒
节的自由欢快相得益彰，共同营造出热
烈的氛围。二是，这种融合符合大众审
美。英歌舞的阳刚之美、节奏感与现代
街舞、摇滚乐有异曲同工之妙，容易引发
观众共鸣。

每一座城有每一座城的风情，每一
杯酒有每一杯酒的新鲜。连日来，在聊
城铁塔商圈，主办方现场设置主、副双舞
台，以不同风格的演艺满足不同观众的
需求。而英歌舞的加入，与聊城开放包
容的城市文化交融在一起，攒出一个魅

力四射的“水城消暑局”。
传统文化需要创新表达，节庆活动

需要文化赋能。英歌舞与啤酒节的邂
逅，是一次传统与现代的美丽相遇。这
让我们看到，聊城啤酒节以独特的包容
性、多样性、文化性和全民参与性，使 IP
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创新的活力，赋
予了城市生活独特的体验和情感共鸣。

上个周末，聊城市民的朋友圈被英
歌舞和啤酒节刷屏，更有市民在评论区
询问演出时间，计划前去体验。当啤酒
节成流量引擎、英歌舞成热榜话题，这场
因酒而欢的感官盛宴，衍变为别具一格
的特色节庆，注定会持续释放城市经济
的消费潜力。

英歌舞舞进啤酒节，如此混搭可以更多些

□ 赵鹏

日前，央视财经频道曝光了电商平
台上泛滥的“零差评”背后隐藏的灰色产
业链，揭露了网络水军通过高度隐蔽的
手段操控商品评价、严重误导消费者的
乱象。此事引发广泛关注。

真实、客观的用户评价是电商平台
健康发展的基石。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
策时，往往会仔细参考其他买家的使用
反馈，然而现在，这个评价系统被商家和
水军联手操控。“零差评”现象泛滥成灾，

“刷分控评涨粉”的产业链盘根错节，消
费者就如同在信息迷雾中摸索前行，
难以辨别商品真伪。更令人担忧的
是，这种虚假繁荣正在扭曲正常的市场
竞争——粗制滥造的商品通过刷单冲上
销量榜首，而真正注重品质的商家却因
不愿参与造假而逐渐失去市场空间。这

种现象若不及时遏制，最终可能导致整个
电商生态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

让真实声音被听见。平台作为第一
责任人，必须摆脱“流量至上”的经营理
念，将评价真实性作为平台治理的核心
指标。平台应当建立更科学的商户评价
体系，将评价真实性纳入商家评级的核
心维度；优化推荐算法，降低虚假好评的
权重；完善异常交易识别系统，对可疑订
单实施流量降权。同时需要建立透明的
差评保护机制，严禁商家通过利诱、骚扰
等手段要求买家删改评价。只有平台真
正将公信力置于短期利益之上，才能重
建健康的市场秩序，这也是平台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消费者自身也要擦亮眼睛，拒当“炮
灰”。面对铺天盖地的“完美评价”，我们
需保持清醒头脑——世上没有完美无缺
的商品，过于整齐划一的好评本身就是

危险信号。我们要学会辨别真假评价，
关注那些具体描述使用体验的中长评，
特别是带有时间跨度的追评；不迷信“零
差评”，要重视那些商家认真回应的中差
评，它们往往包含更多真实信息。更为
关键的是，每个消费者都应珍视自己的
评价权，不因小恩小惠而出卖评价诚信，
遇到商品问题敢于发声，遇到评价被删
勇于举报。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实则
是维护市场纯净的基石。

在电商领域，当一条差评不再被视
作必须消除的污点，而是改进产品的契
机；当一个好评不再是为了换取返现的表
演，而是发自内心的认可——这样的评
价体系才有生命力。央视此次曝光不是
终点，而是净化电商环境的起点。只有让
真实消费者的声音被听见、被尊重，电商
平台才能真正发挥连接供需、创造价值的
桥梁作用，成为值得信赖的消费空间。

别让零差评透支消费者信任 □ 张悦

眼下正是赏荷好时节，但不少荷花却
遭遇“灭顶之灾”。北京海淀区一亩园公
园内，一些游客为拍照方便随意弯折甚至
折断花茎。有市民试图劝阻，却被折花者
回怼：“反正赔得起，别管。”

据报道，公园在岸边与荷塘之间未设
围栏。这本是为让游客得到更好的观赏
体验，可个别游客不仅拿方便当随便，还
拿赔钱当挡箭牌，属实嚣张。公园确实有
攀折花木罚款的规定，但罚钱不是目的，
目的是通过罚钱这一手段，警示游客要维
护好公园内的公共景观和秩序。折花者
颠倒逻辑，认为只要赔钱，就可无视规则、
随意折花。按这种歪理，如果都去赔钱折
花，还谈什么赏景拍照？一句“赔得起”，
折射出对公共秩序与规则的漠视；一句

“别管”，暴露拿钱平事儿的畸形价值观。
爱荷花，就要让它自由生长绽放。远

观而非亵玩，留住荷花的美，也是留住文
明的美。 据《北京晚报》

“反正赔得起”

纯属歪理

□ 舒圣祥

近日，“网红律师”西绿被指并无律
师执业资格，且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相关
律所报案，引发关注和讨论。据《新京
报》报道，账号有14万粉丝的西绿本名赵
某某，之前常在社交平台分享律师工作
日常，打造出“精英、专业”的网红律师人
设。

“网红律师”到头来竟是个连法考都
没通过的假律师，实在令人震惊。这不
仅揭开了某些“职业网红”的画皮，更对
平台资质审核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资
质门槛的职业，在网上打造人设或贩卖
知识，平台首先必须核验资质。平台对
此理应扛起监管责任，避免此类擦边的

“职业网红”误导受众。监管部门也应加
强对此类自媒体账号的监管，同时对纵
容无资质者发布专业内容以博取流量的
平台，进行必要惩戒，提高违规成本。与
此同时，公众也需提高辨别能力，对那些
有擦边之嫌的“职业网红”以及缺乏专业
依据的自媒体内容，要保持警惕，并进行
举报。 据《成都商报》

14万粉丝网红律师是假的

揭开某些“职业网红”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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