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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某公司员工因值班时间上厕所被解雇而引发劳动争议，法院认定该员工违反双方签订的《救
生员安全责任书》关于“救生员在值班时间内临时离开须请不在岗救生员负责看护”的规定，不属于违
法解除。救生员、消防员等岗位，即使短暂离岗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危及公共安全。因此，该
公司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无可厚非。 王成喜 作

合法解雇

之江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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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12 月 4 日，中国申报的“春
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在
巴拉圭亚松森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 19 届常会
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百节年为首，四季春为先”。春节是中
国传统节日中最隆重、最正式，也是最喜庆的
节日。民间把春节叫过年，年的形成源于古
人对季节、收成、天象、历法认识的集成，是农
耕文明的重要文化果实。甲骨文中就有“年”
字，字形如同人背着禾，象征着丰收。几千年

来，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实践过程未曾断
绝，春节寄托了中国人特有的人伦情感、家国
情怀，成为赓续不绝、历久弥新的文化符号。

在全球化文化传播浪潮中，春节不仅是
中国人辞旧迎新、祈福纳祥的重要日子，也成
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 IP。据不完全统计，
超过 20 个国家和地区把春节定为法定节假
日，全球约五分之一人口都在以不同形式庆
祝春节。2023年12月，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
商一致通过决议，将春节（农历新年）确定为
联合国假日。贴春联、放鞭炮、舞狮子⋯⋯现
在很多海外地区的春节年味相当浓，不输国
内。这种跨文化的互动说明春节已成为凝聚
华人文化、强化民族认同的重要时刻，成为被
世界普遍接受、认同和欣赏的中华文化符号。

春节申遗成功和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受到的认可，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优秀案例，
映射着中华文明必将继续在促进人类可持续
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春节所蕴含的宇宙
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它所表现的人与
自然、人与时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具
有强烈的现实观照和心灵慰藉意义，对于构
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能够起到正面的促进
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春节既是中国的，也
是世界的。

据统计，全球已有超过 580 项文化遗产
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中国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总数居世界第一，达到 44
项。这一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国对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视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遗余力
的保护，这种努力不可或缺。毋庸讳言，在世
界舞台上，文化的交流和竞争总是同时发生

着。去年，少数西方人刻意用“Lunar New
Year”（阴历新年）代替“Chinese New Year”

（中国新年）引起的风波，就是例证。通过申
遗，在制度框架内消弭争议，有助于达成共
识，将更多精力放在文化和文明的交流互鉴
上，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做好文化遗产保
护提供了新视角。

还有一个多月，乙巳蛇年春节就要到
了。在评审会议现场，中国代表向各国朋友
发出邀约：“欢迎大家到中国体验丰富多彩的
春节文化。”在这个饱蘸祝福的传统节日，把
喜庆和谐的文化体验带给世界，中国人邀请
世界各国朋友共享春节快乐的心，是真挚的、
朴素的。希望申遗成功成为一个新起点，让
春节架起一座连接中国与世界、现在与未来
的文化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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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某直播平台一位网络女主
播，因模仿中国知名田径运动员吴艳妮而
引发热议。在直播间，只要观众刷够相应
金额的礼物，便能解锁对应的专属表演。
由于她与吴艳妮的长相颇有几分相似，吸
睛度不可小觑。当天，该话题一度冲上热
搜榜第一。也有消息说，该账号已被禁止
发布作品。

对此，不少网友表示，这种行为极其不尊
重运动员本人。也有网友认为，很多知名运
动员都被人争相模仿，模仿吴艳妮很正常。
那么，模仿运动员标志性动作是否违规？模
仿秀的界限又在哪里？

观察这一事件，离不开道德和法理两个
层面。一般而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模仿明
星标志性动作，是常见的，这种模仿也不会受
到人们的谴责。两年前，北京一高考生走出
考场后模仿C罗标志性庆祝动作也曾引发关
注。这样的模仿并没有丑化明星，而是一种
正常的传播和学习行为。

而从法理层面来看，法律界人士指出，
如果未经明星授权，在商业活动中模仿明星
标志性动作以吸引关注、获取利益，则可能
构成侵犯明星的肖像权、著作权。在直播间
以模仿吴艳妮而吸引打赏和刷礼物，这种行

为确实游走在法律边缘。公众对此有异见，
是社会观感的折射，而假如明星本人对此说

“不”，甚至采取更严厉措施，那模仿者就会
“摊上事”。

明星对于模仿者的行为表示不满的例
子并不鲜见。王宝强就曾警告过模仿者“王
宝弱”；而汪峰也曾起诉与自己造型十分相
似的歌手丁勇，认为对方侵犯姓名权、肖像
权，并索赔 50 万元。当然，模仿者得到明星

“本尊”肯定的例子也有，例如汪涵的模仿者
张强。其实，很多公众人物对模仿者往往表
现出包容的一面，除非对方超出了界限。例
如，某模仿者以山寨明星名义，做起合影一
次 100 元的生意，遭到明星本人警告后不得
不道歉。

客观而言，“山寨明星”现象早已商业化、
产业化，这中间暴露出的不规范模仿、误导、
欺诈等现象，确实是对相关监管部门的新考
验。进一步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进而针对乱象加以深度治理，全方位呵护公
民合法权益，可谓十分迫切。

当然，对于一些无涉商业伦理也未侵犯
明星权益的模仿行为，不妨多一点宽容，少一
点“过敏”。也应该看到，模仿秀不可能都是
完美无瑕的，有些模仿行为颇为粗糙、稚嫩，
但并无恶意，对此，当保持一份轻松，不必
苛责。

模仿秀的界限在哪里模仿秀的界限在哪里

据潮新闻报道，日前，杭州二中白马湖学
校向全体师生发出一封《关于合理使用社交
媒体倡议书》，建议同学们在 16 周岁之前，尽
量远离社交媒体，不注册社交账号。

这个倡议乍一听有些严苛，俨然是因噎
废食的做法，但从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角
度来说，学校倡议学生 16 周岁之前远离社交
媒体，不注册社交账号，绝不是小题大做，也
不是因噎废食，而是一种基于青少年成长特
点的理性防护，是权衡社交媒体利弊之后的
理性抉择，是对青少年成长深切关怀与周全
考量后的郑重呼吁，更是对青少年成长高度
负责的体现。

众所周知，社交媒体犹如一把双刃剑，对
青少年来说尤为如此。一方面，社交媒体以其
强大的信息传播力、便捷的社交连接性以及丰
富的娱乐功能，可以帮助青少年获取重要信
息，找到志趣相投的朋友，增加同伴互动的机
会，发展社会关系，并创造一个自我表达的空
间，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缓解和释放压力。

但另一方面，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快速发
展、价值观逐渐成型的关键时期，心智尚未成
熟，认知能力、自我控制能力以及辨别是非的
能力都还相对薄弱。如果过度使用社交媒
体，深陷其中，不仅会花费大量时间，分散学
习精力，影响学业，而且极易被社交平台上复
杂的信息所干扰、误导，甚至有可能将自身陷
入社交媒体风险之中，招致网暴，严重影响身
心健康。《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及安全感满
意度调查报告》显示，超半数受访未成年人表
示在自己身边发生过网络暴力，近三成在遭
遇网络暴力后会感到情绪低落、抑郁，也有三
成多表示参与过与网络暴力行为相关的
活动。

学校有责任和义务为学生营造一个积
极健康的成长环境。学校倡议学生 16 周岁
之前远离社交媒体，不注册社交账号，并非
是要将青少年与网络时代、现代科技完全隔
绝，而是在他们还不具备足够抵御网络社交
媒体风险能力的时候，为他们遮风挡雨，给予适当的保护和
引导，进而为他们未来更好地融入网络社会、合理利用社交
媒体奠定坚实基础。

需指出的是，青少年 16 周岁之前可以使用网络，只是不
倡导使用社交媒体。年满16周岁之后，在具备一定的心理成
熟度与自控能力时，再谨慎使用社交媒体，更有利于趋利避
害。就在上月底，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院投票通过一则法
案，禁止该国 16 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违反的社交
平台将面临最高5000万澳元的罚款。

事实上，无论学校是否倡议学生16周岁之前远离社交媒
体，家庭和社会都须高度重视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负面影
响。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陪伴与监督，关注孩子的网络使用
情况，帮助孩子把关筛选网络内容。社会要净化网络环境，加
强对社交媒体内容的监管与规范，特别是平台要严格落实青
少年模式，自觉进行内容分级，主动将不良信息与青少年隔离
开来。

学
生
远
离
社
交
媒
体
，倡
议
得
好

张
立
美

时间，标注历史的方位。作为中国
数字营销领域首家国有相对控股混合
所有制的主板上市集团，浙文互联混改
试点的成功样本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数字，定义时代的坐标。作为浙江
省文投集团数字文化产业主平台，浙文
互联“始于营销，不止于营销”，致力于
成为数字营销、数字文化双领军企业，
将企业发展战略与“数字浙江”发展战
略同频共振。

“可以说，浙文互联不仅开拓了文
化领域再融资创新模式的先河，更是

‘全省乃至全国混改企业明星标杆’。”
正如浙文互联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唐颖所言，浙文互联依托国资股东浙
江文投的赋能，肩负起混合所有制改革
标杆的时代使命，以“势”求“变”、以

“数”增“质”，探索新时代数字文化产业
的创新与升级之路。

以“势”求“变”
“混改”迈出实质性步伐

2024年12月3日，《浙江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属国有企业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情况报告的决议》对
外公布：大力推动省属国有企业之间重
组整合，采用强强联合、拆分重组、混合
参股等多种整合方式，推进资源和要素
向优势企业、头部企业和上市公司集
中，将更多资本投向重点战略领域。

浙文互联与浙江文投的牵手始于
4 年前——2020 年 12 月，战略引入以
浙江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
代表的国资新股东；2021年，在股东和
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将公司从山东迁址

到浙江杭州，迈入国资控股时代；2023
年，浙江文投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推进 8
亿元定增，巩固控股权得到进一步增
强，至此浙文互联与浙江文投完成更深
度地绑定。

“双向奔赴”，也为进一步健全公司
治理结构创造了条件。目前，浙文互联
形成以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与管理
层相组合的“三会一层”的管理架构。
浙江文投根据相对控股的机制，梳理了
国有相对控股企业的管控模式，公司治
理变得更加完善和稳健。

“混改”被唐颖视为浙文互联得天
独厚的行业优势，国资股东的规范治理
和机制优势，与浙文互联一流团队的创
新优势相结合，“双翼”加持，实现企业
治理的现代化和经营机制的市场化。

如何进一步打好“混改”这张牌？
唐颖说道，一方面，公司与浙江文投

各板块下丰富的文旅、文创等项目资源，
如浙江文化产权交易所，进行从业务到
资本的深度合作，形成产业链协同效应；
另一方面，用好国资的合规以及风险控
制能力，规避业务风险，确保公司在经济
周期中能够走得更长更远。

“国有混改企业只有将国有企业和
民营企业的优势发挥出来，才能合则两
利。”唐颖强调。

“同时，浙江文投‘真金白银’的 8
亿元增资，有效补充了公司的运营资

金，加速其业务建设和市场开拓，扩大
品牌竞争力和影响力。”唐颖介绍，近年
来，浙文互联毛利率、现金流等指标持
续向好，为下一步的跨越式发展形成强
大的助力。

“通过引入具有协同效应和领先优
势的国资股东，经过约 4年的运转和探
索，公司的治理结构、团队架构、战略愿
景、业务布局都得以进一步清晰。”唐颖
介绍，作为营销行业百亿俱乐部的浙文
互联，正在从“单兵种”模式，向“集团
军”模式迈出实质性步伐。

以“数”增“质”
开启数字文化生态建设

在新一轮技术变革、行业变革和国
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浙文互联作
为浙江文投旗下数字文化科技主平台，
也承担着深化改革攻坚中的突破和先
导作用。

为满足这一更高使命和更高期待，
浙文互联选择了一条从数字营销到智
慧营销，再到数字文化科技生态建设的
发展之路。

“在这 4 年的探索中，我们在完成
混改结构调整的同时，也为升级数字文
化科技公司夯实‘底座’。”唐颖表示，公
司积极探索创新赛道机会，致力于深化
实施数字营销提质增效工程和数字文

化创新突破工程，并借助 AI 等前沿科
技打造第二增长曲线。

在构建智慧内容生态方面，以“内
容+技术+运营”为核心，推进文化数字
化新产品开发、沉浸式数字空间打造、
文化和文旅新 IP 塑造及运营等多种数
字文化创新展现形式和交互体验场景
的建设。

在外延运营模式方面，通过战略投
资国内首个文化数字资产交易试点平
台——浙江文化产权交易所，进行数字
文化产业链的延展和业务整合，依托浙
江文交所渠道优势，全面推进数字文化
资产运营，实现从创建到应用、到交易
流通，推动增值闭环，进一步实现数字
文化与数字资产的丰富性。

在深化产业链协同方面，推进与浙
江文投及优质合作伙伴的数字文化产
业链整合，构建链主价值，锻造 B 端领
先地位，着力拓展C端市场。

不仅如此，在出海业务方面，浙文
互联取得实质性进展。面向东南亚市
场的海外游戏、面向北美市场的海外社
交等取得丰硕成果，今年还助力国内某
头部汽车品牌成功开拓泰国市场。未
来，浙文互联还将发挥数字文化时间与
空间的无界特性，积极探索文化出海新
范式，讲好中国故事，选择优质中国传
统文化 IP 进行海外推广，搭建有影响
力、传播力的社交媒体矩阵等。

“浙文互联肩负着文投集团数字文
化板块‘强链、拓链’的重要使命任务。
在五年规划的指导下，公司需要全面拥
抱AI技术，借势新技术发展新业务、新
业态、新模式，将科技与文化的融合落
到实处。”唐颖进一步表示。

目前，浙文互联所研发的 AIGC 应
用工具已在北京现代、长安深蓝、理想汽
车、比亚迪汽车等客户的服务中实现商
业化应用。其中，文生文产品“HOT
TOPIC”(热点话题)累计跟踪热点90余
个，生成文章6800余篇，平均每个热点

响应时间仅为15分钟，为品牌方贡献阅
读量超过5000万；AI视频产品“视频千
创”已经累计制作视频1800余段；而“好
奇小蓝书”多模态知识库，涵盖营销传播
的专业知识、专家智库观点、多年沉淀的
内容数据、传播热点等内容，保障了系列
AIGC应用更加“好”用。

过去一年，浙文互联围绕数字文化
做了很多部署，在业务形态上也进行了
丰富拓展，形成不少“点”的突破。唐颖
表示：“接下来我们也会考虑做赛道的
延深和产业链的拓宽，点成线、线成面，
争取不断深化改革。”

“未来，通过前沿技术的加持，围绕
‘文化+科技’锻造数字文化板块实
力。”唐颖说，“浙文互联正在打造数字
文化链主企业生态，前瞻性布局高景气
赛道，加快浙文互联品牌重塑，从根本
上改变公司气质与格局，努力为浙江文
化强省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浙文互联以“数”增“质”谋创变

探索数字文化升级之路
刘晨茵

·资 讯·

浙文互联公司大堂 （图片由浙文互联提供）

“大家看，只要在手机上点一点，

不仅可以控制温度，还能实现自动浇

水、施肥、打药。”正值冬春西兰花产

销旺季，在台州临海市上盘镇西兰花

共富工坊，盛绿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陈学仇作为“帮农客”，正在给种植

大户普及多款智慧农业黑科技设备及

技术。

临海有着“中国西兰花之乡”的美

誉,作为主产区的上盘镇活跃着 65 家

西兰花合作社，近年来，该镇立足乡村

特色、深挖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打造了

5 家西兰花共富工坊，加快推进西兰花

交易一条街和展览馆建设，并孵化熟悉

村风民情、关注市场行情、拥有人脉资

源的“帮农客”，作为工坊“职业经理人”

推动产业转型、村庄共富。

陈学仇便是其一。年过半百的他

依旧穿梭在各地学习前沿农业知识，先

后投入4000多万元建起了占地11000

平方米的数字农业工厂，配备环境控制

中心、播种流水线、产后商品化处理流

水线等，从“凭借经验”转变为“依靠数

据”，从“人力亲为”转变为“远程控制”，

带头实现了西兰花产业全年不间断育

苗，率先掀起了工坊“造血行动”。

陈学仇将自家温室大棚作为示范

点，邀请农户现场观摩并耐心传授经

验，在他的指导下，农户纷纷带着新技

术去安徽、山东等地错峰种植，近年来

足迹覆盖近 10 个省份，让这一季花开

出全年果。

眼下，共富工坊在临海城乡遍地

盛开，已从单一的来料加工型走向多

元，形成了农旅融合、电商直播、产业

赋能等 6 大类。在上盘镇誉博共富工

坊，是另一片生机勃勃景象。工人正

手脚麻利地将一副副眼镜打包装箱，

这些眼镜将搭乘“电商快车”进入千家

万户。

小 镇 眼 镜 如 何 跨 越 山 海“ 卖 全

球”？答案就在工坊直播间内。“我们这

款太阳镜镜框镜腿都是钛合金材质，适

合所有脸型佩戴，喜欢的家人们可以拍

下。”00 后“帮农客”金亚妮化身带货主

播，为本地眼镜产品代言。2022 年毕

业后，金亚妮回乡从事眼镜打单、配货

等工作，渐渐地她发现大多时候工人都

在“等订单”，于是她决定改变现状，尝

试直播带货“跑订单”。

带货有门槛，如何开通商品橱窗？

如何吸引消费者？得知群众需求，上盘

镇着手搭建新阵地，打造“镇街服务中

心+村企培训点”技能平台，探索工学

交替、导师进坊、入企研修模块化培养

形式。

金亚妮主动报名电商人才培训班，

通过系统学习和实操，短短一年时间，

直播间眼镜日销量高达 1000 副。如

今，她作为新晋“帮农客”在工坊定期授

课，受她的影响，上盘镇“草根电商”大

军规模化涌现，大家通过工坊互相分享

带货技巧，合力打开眼镜销路，带动各

类眼镜销售50余万元。

小工坊孕育大产业。伴随工坊迭

代升级，“帮农客”团队也在扩容提质，

上盘镇创新“三级包联”制度，即 1 名镇

街领导班子成员、1名驻村干部、1名村

社干部联系 1 个“共富工坊”，“一坊一

策”开展帮扶指导。

在党建引领下，上盘镇党代表、农

村工作指导员、科技特派员、“三师”助

企员等力量也在不断加入，打出了“项

目带农、政策兴农、金融惠农、产业富

农”四位一体的帮农实招，还帮助工坊

解决产品销路、劳务用工、法律维权等

各类问题，成为当地乡村振兴路上的

有力助手。

临海上盘镇：“帮农客”开启乡村振兴新局面
金 晨 吴晓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