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2023 年养老金认证时间提前，退

休人员必须在 1 月份完成待遇资格认证，否

则养老金将会停发”的传言引发广泛关注，人

社部发文辟谣，多地人社部门发布公告予以

澄清。近日举行的人社部新闻发布会上，相

关负责人专门介绍了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

的认证方式，明确表示认证在 12个自然月内

进行一次即可。

事实上，近几年，每到岁尾年初，类似的

不实消息都会出现。这背后是一些不法分子

为推送代办认证的虚假网站从中牟利而推波

助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些老年人面对

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时的焦虑情绪。

进行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是国际通行

做法，主要是为了防止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被

冒领，维护基金安全。为提升便民服务水平，

2018 年 5 月，人社部门取消了领取养老保险

待遇资格的集中认证，老年人不必通过现场

采集指纹信息、举着当天报纸拍照等方式进

行“社保年审”，也省去了异地长途奔袭之苦。

目前，老年人可以通过大数据比对、人脸

识别认证和社会化服务认证三种方式进行养

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2022年，全国约有1/3

的退休人员通过大数据比对的“无打扰”方式

完成了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不过，大多

数退休人员依然需要完成相关认证操作。

录入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短信验

证码……现实中，初衷是让老年人少跑腿、少

折腾的线上认证，却让一些玩不转智能手机

的老年人犯了难。人脸识别认证的程序对于

不少老年人来说较为复杂。下载 App、录入

相应信息，认证人做眨眼、转头等微表情，年

轻人几分钟就完成的操作过程，有些老年人

往往“寸步难行”，如果没有子女或工作人员

协助，很容易遭遇认证“卡壳”。虽然老年人

也可以选择预约上门认证，但基层部门也面

临人手不足等问题，不可能全部指望工作人

员上门服务。

其实，除了养老保险待遇认证，在看病就

医、政务服务、出行打车、消费付款等生活场

景中，一些老年人因为不会使用智能设备，急

得满头大汗的窘境时有发生。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末,中

国 60岁及以上人口为 2.8亿人,占全国人口的

19.8%。预计“十四五”时期，这一数量将突破

3 亿，占比将超过 20%，届时我国将进入中度

老龄化社会。

毫无疑问，在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的当下，包括养老保险待遇认证在内的民生

服务都应该多一些老年视角、老年思维，让

“适老化”成为民生服务标配。可以想见，当

人性化、有温度的服务让老年人不再为“网”

发愁、被“码”所困，上述新闻中的传言也就没

有了传播土壤。

技术赋能，民生服务的创新不应成为老

年人的烦恼。一方面，制度设计要多费心思，

提升线上服务的“适老化”，化解老年人办事

难、办事繁、办事慢的痛点，同时，线下服务发

挥兜底作用，特别是在上门服务、面对面服务

过程中，对老年人多些耐心和同理心；另一方

面，智能设备的研发应多动脑筋，提供“老年

友好模式”等。

让群众少跑一趟、少些为难，各类民生服

务都应该考虑得更细致、更周到，既要利用先

进技术提升工作效率，也要考虑现实需求让

群众更方便，千万不能让服务群众变成折腾

群众。当民生服务更加多元化、精细化、人性

化，我们的社会无疑会更有温度。

“适老化”能否成为民生服务的标配？
本报评论员 王维砚

让群众少跑一趟、少些为难，各
类民生服务既要利用先进技术提升
工作效率，也要考虑现实需求让群众
更方便，千万不能让服务群众变成折
腾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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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月25日澎湃新闻网报道，近日，两名观众在四川三星堆博物馆青铜馆争睹
文物时因争执发生推搡，导致展柜晃动，柜内文物滑落倒伏。事后，当地宣传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所涉文物完好无损，已对游客进行批评教育。

春节期间，旅游市场持续回暖令人欣慰，但发生在博物馆的上述情况让人遗憾。
这一方面说明一些人对文物缺少必要的敬畏之心，另一方面折射出一些人在放松身
心的同时放飞了自我。参观、游览是饱览风光、感受文化的契机，也是体现游客素质
的窗口，在文物上刻字、攀折花木、插队、推搡甚至大打出手等行为，不仅暴露了自己
的素质，也影响了公共秩序。约束类似不文明行为，需要教育引导，也离不开必要的
惩戒，比如建立游客不文明行为黑名单等。上述事件也提醒博物馆，要对参观秩序有
及时必要的维护，要防止游客打架、文物“遭殃”。 李法明/图 弓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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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过了个年”，
这就是好日子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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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经典免门票”
胜在对传统文化的弘扬

龚先生

这个春节，抛却往日的漫不
经心，很多人用心地打量和记录
生活的每个片段。正如网友所
说，国人似乎从来没有如此努力
地过年了。

过年心态的变化，体现出国人节日观、春节观的
成熟——不再纠结于“寻找丢失的年味”，而是在实
实在在的拥抱、真真切切的热闹中，体悟最朴素的亲
情，感受丰富多彩的年节文化。

今年春节，“好好过个年”成为很多人最朴素的愿
望和享受，它显然有着丰富的内涵，
也凝结着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期待。

网友跟帖——
@夏：和家人努力营造了许多“年味”。

@香：认真过年，该有的仪式感绝不

能少。

龙敏飞

电影《满江红》火了，不仅成为春节档票房冠军，还让诗词

《满江红》再次广为传颂。据1月29日《潇湘晨报》报道，近日，河

南焦作的陈女士和家人在河南安阳汤阴县岳飞庙游玩时，她的

儿子因成功背诵《满江红》全文而被免了 38元门票，她觉得景区

推出的这一活动很有意义。岳飞庙工作人员表示，活动是从正

月初五开始的，目前约有4000名游客因熟练背诵全文免了门票。

时下，类似“背诵经典免门票”的举措，不少景区都曾推

出，有的甚至已成“惯常”。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曾推出特色

活动，游客全文背诵《蜀道难》即可免费游览；在江西滕王阁景

区，完整背诵《滕王阁序》全文也可获免费门票……类似做法

每次都能引发热议、获得肯定与点赞。事实也证明，这种营销

行为在被学习、模仿多次后，仍较为成功。

多数背诵古诗词的人都是学生，这其实传递出一种价值

导向，即如不少家长所言，免票不是最重要的，由此引导孩子

们热爱学习、喜欢学习，才更有价值。类似营销举措越来越

多，其实也能够给全社会带来一定正向价值，为“知识就是力

量”提供了更为具象化的情境。

当然，类似举措之所以频频引发关注，其实并非免票本

身。对很多人来说，在省钱这一物质层面的福利之外，通过背

诵文化经典获得的免票，更多是精神层面的一种享受，这不仅

会为其个人带来较大的获得感，而且会对弘扬传统文化产生

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引人入胜。近年来，由于

“浅阅读”的盛行，很多人对经典的重视程度已大不如之前。

如此现实语境下，“背诵经典免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药引”，

让更多人对传统文化多一份兴趣、多一份责任。

比背诵《满江红》免票更可贵的，是这背后传递出的弘扬

传统文化的自觉。这样的文化自觉应该在更多景区、更大范

围、更深层次上有所体现。各地的文化机构、文化胜地等，都

可以以此为借鉴，探寻将传统文化巧妙融入景区建设和参观

游览过程中的多元路径，使其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力。

罗筱晓

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各地景区迎来了久

违的“人从众”景象。不过，在客流量回归的

同时，一些给游客心里添堵的事似乎也跟着

“回归”了，比如就餐时遭遇“价格刺客”。

比如，有 4 名游客在广西北海银滩游玩

后，被一出租车司机带往当地饭店用餐。在游

客表示对海鲜不了解的情况下，饭店推荐了 4
样海鲜。结账时游客才发现 4个菜共计 1573
元。再如，有游客在陕西西安华清宫景区附

近餐馆用餐时，发现自己购买的一份 58元的

烩菜没有肉，“像一碗白菜汤”。有网友总结，

还没等“报复性消费”真正到来，“报复性宰

客”已经抢先登场了。

“4个菜1500元”“烩菜没有肉”，对此，不同

的人可能看法各异。这既与每个人的心理预期

相关，又与所处城市和消费时点挂钩。

从目前公布的调查结果来看，在北海事件

中，店家存在支付出租车司机回扣招揽客人、

未与消费者充分沟通即匆忙配菜下单、部分海

鲜经烹饪后分量略少等问题；西安的涉事餐馆

已被监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

客观而言，春节假期，餐饮、住宿等行业有

一定幅度的涨价并无不妥，但这并不等同于卖

家可以“想怎么卖就怎么卖”，更不意味着可以

处处算计消费者。

过去，人们熟悉的“宰客”套路往往是坐

地起价、不明码标价或涨出“天价”。如今，随

着监管打击力度的加大，各地明目张胆“欺

负”消费者尤其外地人的现象已大为好转。

当“明宰”之路走不通，一些商家便开始

暗地里搞起小动作。比如，有的餐饮企业向

出租车司机、导游等支付回扣揽客；有的商家

虽做到了明码标价，但会利用信息不对称，在

菜品数量、计价单位等问题上含糊其词进而

获利。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缺斤短两等易留下确

切证据的行为，不少消费者面对商家的小动

作，往往有吃哑巴亏的感觉，有的则认为“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通常不去较真，但这种打擦边

球、钻空子的经营行为，消极影响其实并不小。

一方面，诚信是任何一家店长久生存的

基础。不管用何种方式宰客，都只能获得短

期利润，就算能侥幸逃脱监管和惩罚，也不利

于商家的口碑和长久经营，贪小便宜总有吃

大亏的时候。

另一方面，景区人气旺，本是给地方“涨

粉儿”的好时机。此时，任何一家店出现在与

宰客相关的新闻中，都可能给整个地区减

分。类似的事件多出现几次，人们对相关景

区甚至其所在城市的印象都会大打折扣。

旅游环境的维护和城市形象的树立从来

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面对市场上的新情况、

新变化，相关部门要及时拿出新对策。比如，

近日三亚市海鲜餐饮协会发起倡议，除政府

实行限价的 78种常规海产品外，建议各餐饮

商家针对各类珍稀海产品平均加价率控制在

50%以内；在山西忻州古城景区，已有超过 60
家门店完成了量化工作，小到一碗面条包含

的内容、净重都有公示，让消费者钱花得明

白、饭吃得明白。

作为市场主体，无论是餐饮、住宿还是其

他服务行业的商家，都应该认识到，“一锤子

买卖”的弊端远远大于好处，只有以诚信为

本，将心思放在不断提升服务和产品质量上，

才能真正获得市场认可。

今年的春节假期，随着政策的优化，人们

的出游、消费需求大增，恢复中的市场经不起

“报复性宰客”的折腾，商家应该“算计”的是

长久生存之道，而非消费者。

用“小动作”算计消费者
绝非经营之道

◇“后备厢里的爱”，该如何回报？

春节后，网上的“春节后备厢摄影大赛”如期进行，“有一种爱，

叫作恨不得把全世界塞进你的行李箱”……

东方网评论说，父母能给你的，不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但一

定是他们竭尽全力给出的。身为儿女，该怎么做，才能回报父母于

万一？“多数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只有父母关心你飞得累不累。”

照顾好自己、常回家看看、听听父母“爱的絮叨”，或许就是较好的

回报方式。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好好珍惜与父母在一起的时光，

珍惜还能随时给父母打电话、随时可以回家找爸妈的日子。

◇服务水平要跟上市场复苏节奏

春节期间，少数景区出现“游玩6个小时，排队4个小时”“花6小

时才走到缆车售票点”的现象，旅行体验大打折扣，引发网友热议。

半月谈网评论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部分景区的拥堵，

暴露出景区管理者对旅游热潮和突发状况预估不足。游客的旅行

意愿是旅游市场最宝贵的资源，需悉心呵护。各大景区应始终把

游客的安全与体验摆在首位。对旅游市场而言，一旦服务“晚点”

“滞后”，不仅会让景区拥堵，更会给旅游市场复苏“添堵”。市场各

方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切不可让来之不易的“旅游热”偃旗息鼓。

◇春节档见证中国电影历史性时刻

兔年伊始，全国人民沉浸在浓厚的春节节日氛围之际，由《流

浪地球2》《交换人生》等影片构成的2023年春节档，也取得了振奋

人心的票房表现和持续的如潮好评。

《环球时报》评论说，自1983年始，大年除夕看春晚成为“新民

俗”，近十年来，春节看电影成为又一个“新民俗”。这充分说明，春

节的节日形态还在进一步推陈出新，从电视、电影到直播等，新的

媒介形态在其中的角色也正进一步突出，并发挥着关键的媒介杠

杆效应。我们应以更开放、包容的胸襟面对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

的形态不断更新，在世界范围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

新路径，构建更为开放、有机、多元的人文共同体。

（嘉湖 弓长 整理）

“长下坡已死亡37人”，警示要拿捏好分寸
聚 焦G

丰收

争论警示语的制作方法、表达分寸固然

重要，但也不能局限于此。相关部门除了在

警示语制作上下功夫、提升行人和驾驶员安

全意识之外，还应从其他一些方面入手，切

实保障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

以上述国道为例，之所以出现 37 人死

亡的情况，既与该段国道是“长下坡”有关，

也与“这条长下坡有 37 个急弯”有关，驾驶

员如果缺少山区驾驶经验且不熟悉路况就

容易发生事故。可见，道路本身存在一定的

“短板”，也是事故多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毫无疑问，“长下坡”与“37 个急弯”，与

当地的地形地貌有关，这些“先天”因素，在

多年前建路之初，或许很难去改变，但在设

计能力、施工能力不断提升的今天，能否通

过相关的有针对性的整改与修补，去改变这

种“长下坡”，减少急转弯，让道路少些“安全

隐患”，值得思考。相比标语提醒和警示，这

种修补或许更能降低该路段的事故率、死亡

率，也更能治本。

当然，要实现这一效果并不容易，需要

当地有关方面增加投入，通过重新勘察、设

计、施工来消除安全隐患。相对而言，这比

树立一块警示标牌成本要高得多，花费的时

间、精力、金钱等等都不可同日而语。这恐

怕也是很多地方宁愿围绕警示标牌、标语

“做文章”，不愿投入资源、资金对类似危险

道路、死亡路段进行更彻底治理的原因。

毋庸置疑的是，生命无价，每一个生命

都对应着亲人、家庭，如果从为安全护航、为

生命铺路的角度去审视，对类似死亡路段进

行“根治”，本不应有划不划算一说。更何

况，走这条路的人可能是“每一个人”。

此外，还可以通过其他一些科学的交

通管理手段减少事故发生。比如通过合

理设置缓冲带、减速带等，减少长下坡路

段的事故率。而如何减少道路急转弯处

的事故率，多地也有一些好办法，值得参

考和借鉴。

新闻——据 1 月
29 日极目新闻报道，
近日，浙江泰顺一条
国道旁的“前方 13.6
公里长下坡已死亡 37
人”的警示标语引发
网友关注，当地警方
回应称因为该段弯道
比较急、比较陡，所以
以此提醒驾驶员。对
这种做法，有人认为
很有必要，能够激发
驾驶员的警惕心理，
也有人认为这可能造
成驾驶员恐慌，反而
影响其正常驾驶。

降低特殊路段事故率应多方施策

戴先任

交管部门在危险路段设置警示标识很

有必要，但设置类似死亡警示标语值得商

榷。有心理专家指出，人在过度紧张的情况

下大脑反应效率会降低，只有在适度紧张的

状态下反应效率最高。而死亡警示标语很

有可能让驾驶员出现过度焦虑与恐慌反应，

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这样反倒可能影响其

反应效率。

2022 年 4 月《科学》杂志刊发的一篇论

文显示，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每月有一周时

间，高速路电子显示屏上会显示该地区一年

内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但此举并未降低

交通事故，甚至让显示屏后 10 公里路段内

的交通事故增加了 4.5%。由此不难看出类

似警示标语可能带来的影响。

现实中，一些瘆人、“恐怖”的警示标语

并不新鲜。比如，此前一些地方就打出诸如

“下坡敞放，胜过火葬”“天桥有路你不走，地

狱无门你翻栏杆”“被撞死翘翘”等标语，也

都曾引发关注。此类“醒目”“提神”的警示

标语，初衷当然是好的，但结果可能适得其

反，警示变成了“恐吓”。

在交通标语制作上多些创意，给行人及

司机以深刻印象，从而达到最佳宣教效果，

值得鼓励，但切忌太过惊悚与粗暴。相比之

下，一些地方打出的诸如“开车不要打电话，

做个安静的美男子”“刘翔不好当，跨栏易受

伤”等交通标语，显然温和了许多，不仅巧妙

传达了交通安全教育内容，而且不会给人以

不适甚至恐惧之感，有的甚至成了当地交通

文明的一道风景线。

这也提醒相关部门，在制作交通标语

时，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拿捏好分寸，多走

“有内涵”、接地气路线，寻求感染力与宣教

力的最大公约数。如此，才能让公众心悦诚

服地接受标语所传达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