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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渐浓，最近，杭州街头又出现令人心
生愉悦的“新鲜物件”——一辆色彩斑斓的
194路“过山车主题巴士”。

想必不少人都曾体验过，乘车经过杨公堤
路段的六座拱桥时，瞬间的失重感就像坐过山
车一样刺激，引得乘客阵阵惊呼。在社交媒体
上，不少网友也分享了坐 194 路公交车经过此
路段的独特体验。杭州打造的这辆“过山车主
题巴士”，从外观上看，车身上大片涂鸦童趣十
足，憨态可掬的卡通人物在过山车上尖叫欢
呼，“多巴胺”配色传递活力与欢愉。内景更是

“大有乾坤”，两排座椅中间的过道，被绘制成
过山车轨道，更添几分真切感。车上还安装了
两台分贝仪，让游客在体验失重感时，能实时
看见欢呼声大小。“总要来西湖边坐一次杭州
自己的过山车吧”“解锁西湖边隐藏游玩项
目”⋯⋯一时间，“过山车主题巴士”在社交媒
体上连连走红，吸引不少游客特意来打卡
体验。

从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的自发分享，到这辆
定制版“过山车主题巴士”，一呼一应之间，得
以洞见一座城市的“宠粉”姿态。正如一些网
友所打趣的，“杭州，你是真听劝啊”：游客想体
验“杭州版过山车”，主题巴士就应声而来；游
客想体验公路版失重感，司机便在保证安全的
情况下尽量满足大家；游客想在这几分钟里

“做回小孩儿”，车上便装了分贝仪让“欢呼”显
得理所当然，主打的就是一个“有求必应”。虽
然这些举措谈不上“大手笔”，但细微之处，透
露出的是“不让游客的话掉在地上”的即时回
应，更是“把需求落地成实际”的真诚行动。

而在小小的主题巴士背后，我们更应思考
的是，打造和维持旅游城市热度，“宠粉”为何
如此重要？

实际上，细看这两年轮番“出圈”的“网红”
城市，不难发现，“宠粉”正日益成为城市走红
路径中的重要一环。全民去淄博“赶烤”时，当
地争相请外地人吃烧烤、送特产，力求不让任
何人空手而归；哈尔滨大雪纷飞时，南方的“公
主王子”们要什么，当地就恨不得掏心窝子给
什么⋯⋯道理其实很简单，当下，快乐是“刚

需”，也是一种生产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
大众需求层次的升级，人们更愿意为“体验感”
买单，而最简单也是最高级的用户体验，便是
让消费者感到满意与快乐。

在此背景下，我们说一座城市“宠粉”，实
则反映的是其重视游客、善待游客、取悦游客
的服务理念，是“以游客需求为中心”的公共服
务意识，也是不断提升的旅游服务管理水平，
这才是人们愿意纷至沓来又甘之如饴的重要
原因。试想，同样都是花钱旅游，谁又不愿去
一座“主打听劝”又诚意满满的城市呢？谁又
不愿“花钱买份快乐”呢？

城市铆足了劲“宠粉”，游客再自发成为城
市的“民间宣传大使”，如此便能达成游客有需
求、当地就满足、游客更满意的正向循环。

维持城市热度，“宠粉”为何重要
刘晓庆

耗资超 800 万元改建的高标准农
田，两年后竟被挪作他用，覆盖上了大片
的光伏板。近日，央视《财经调查》栏目
报道，湖北省孝感市部分县市乡村一些
基本农田被违规侵占，建起了光伏电站，
引发舆论关注。

这次几个被曝光的县市，要么是全国
商品粮基地，要么是产粮大县。当地为发
展光伏产业，通过做农民工作，把农民的好
粮田租赁给光伏项目。比如安陆市木梓乡
建新村，在2019年刚刚花了800多万元完
成高标准农田改造。一开始宣称要搞“农
光互补”，但在实际执行中粮食产量只是以
前的零头，农民收入也减少了不少。

按理说，基本农田特别是高标准农
田必须严格保护，不得改变用途。然而
当地通过偷梁换柱式的操作，改变土地
性质，然后光明正大“栽”上光伏板。据
湖北省孝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花西国
土资源所工作人员表示，是“通过县里找
省里，连片地把基本农田调出来，再把别
的地方调成基本农田”。

此事虽然发生在湖北孝感市，但是
其中反映出一些地方在执行土地政策时
钻空子的现象，具有普遍性警示意义。

“双碳”大背景下，太阳能光伏产业是
新兴产业之一。“农光互补”也被证实为多
产融合的能源发展路径，能够持续改善生
态环境。但是，发展新产业，不能把主意
打到“基本农田”上。再好的产业，也不能
触碰红线。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永久基本农田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其用途。18
亿亩耕地红线，是国家在农业生产和粮食
安全领域所划出的节制耕地规划界限。
当前，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没有改变，守
住耕地红线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偷梁换柱式的操作，在不少地方

同样存在。利益驱动和错误认知导致一些地方通过各种
变通办法，“合法”地让耕地非农化。此前就有全国政协委
员指出：“一些地方搞‘狸猫换太子’，在城郊占了一亩地，
然后到山沟里平整一块地用作平衡。城郊的高产地和山
沟里的地质量差别很大，这种在耕地占补平衡上造假的做
法十分危险。”这种行为更具隐蔽性，危害性也更大。

寸土寸金关乎国计，一垄一亩承载民生。中央对耕
地保护历来高度重视，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提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
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
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则要求严格落实包括改革完善
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健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制度等在内
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再好的产业，也
不能违反国家法规，违背中央的决策。各地要真正落实
责任，把耕地保护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位迫在眉睫。

不能变着花样触碰耕地红线

逯海涛

土土绒

近日，一条“因爸爸去世去不了演唱会，售
票平台退票要提供死亡证明”的求助帖引发关
注。演出门票退票难的问题，再度引发热议。

据报道，广东娟女士（化名）发帖求助，自己
花980元购买了3月17日某歌手演唱会门票，因
父亲突然去世到不了现场，在演唱会的开演前
几日申请退款时却遭遇重重波折。客服先表
示：“退不了，直系亲属去世也不能退。”多次沟通
下，又让她提交父亲已经去世的死亡证明，但随
后竟又反悔：“有这些证明资料也不能退⋯⋯”

这位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投诉平台
上，已有多位网民反映类似情况，或因家人去
世或因自己患重症，退票时均遭到该售票平台
拒绝。

针对相关争议，该售票平台回应称：凡主
办方明确支持退票的，会按照项目规则给予退
票退款处理；针对不可退项目，亦会在演出售
票页给予显著提醒。如用户确实有特殊情况
提出退票诉求，平台也会尽全力沟通主办方协
商。总之，一句话，想要退票没那么容易。

“购票一时爽，退票难上天”，尽管各平台
的退票机制有所不同，但演出门票退票难却成
为众多消费者的共同“体感”。去年8 月，中国
消费者协会公布了2023年上半年10大消费维
权舆情热点，其中，线下演出退票难争议位居
首位，多家票务平台被指退票措施不合理。那
么，平台种种阻碍退票的规定是否涉嫌“霸王

条款”？
2023 年 9 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联合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
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
明确演出举办单位“应当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
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保障
购票人的正当退票权利”。

此前，江苏省消保委也针对“退票难”现象
发声：在实名制的情况下，消费者遇到特殊情
况时可以选择退费，并根据不同时间承担不同
费率的违约金。同时可推出“候补”机制，允许
其他消费者按照购票时间依次递补。

目前，演出市场火热，一些热门演出一票
难求，实际上成为了卖方市场。为打击“黄
牛”，很多演出开始实施“强实名”规则。在这
样的情况下，如果消费者因某种原因无法观看
演出，又不能退票，就只能自己承担损失，“一
经售出概不退换”的规则，对消费者的影响将
更大。能不能退票、如何退票仍要根据不同情
况，建立清晰透明的机制，不能任由商家说
了算。

事实上，在开演之前申请退票，未必会影
响票务的二次售卖。不妨参考火车票退票规
则，建立起梯次退票收费标准，根据距离演出
时间的长短和其他实际情况，设定不同的退票
折扣，并明确告知消费者。这样，既可约束随
意退票行为，防止“黄牛”肆无忌惮地囤票之后
退票，维护经营者的利益，又能保护消费者的
权益，体现双方的权责对等。

演出门票退票不该这么难

日前，家住陕西省西安市的李女士向工人日报记者反映，最近家里的两位老人在一家餐馆用餐时被
店家拍下视频，之后店家又在老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视频发到短视频平台上，这让他们感觉很恼火。如
今，不少商家运用直播开展引流和营销活动，但应该尊重消费者的肖像权、隐私权、知情权等，不能把消费
者当“引流道具”。 王铎 作

“引流道具”

· 公益广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