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9 日，携程集团宣布启动“2021

混合办公试验”，即员工周三和周五在家

办公，其他时间仍在单位办公。这是携

程继 2010 年、2020 年实施“在家办公试

验”项目之后的迭代试验，并将探索该形

式是否可以作为公司未来长期办公形式

之一。

2020 年，因疫情原因，许多企业开启

在家办公模式。在疫情阶段性回落后，绝

大部分企业取消了在家办公。

员工在家办公，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

的一面。好处是，它能降低企业成本，节

省员工通勤时间，提升工作灵活性。理想

状态下，在家办公完全能高效完成定量工

作任务。当然，从不利的一面来说，在家

办公，有时无法及时传达指令，无法确保

企业数据安全，也不利于公司文化的发

展，限制同事间交流等。

有些在家办公的员工，不喜欢这一模

式。他们觉得，在家办公是变相延长办公

时间。24 小时随时待命不说，公司为了确

保员工在认真工作，分配过来的工作任务

都是结果导向，“加班到做完为止，熬夜到

凌晨一两点都算不上什么”。还有人对公

司的监控软件深恶痛绝。

在家办公到底好不好，要用数据说

话。早在 2010 年，携程集团就曾启动过为

期 9 个月、由客服人员参与的在家办公试

验。结果显示，当所有认为自己适合在家

办公的员工真正实现了在家办公时，其业

绩的增加由随机实验中的13%进一步上升

为 22%。同时，员工具有更高的工作满意

度，离职率下降了 50%。2020 年疫情暴发

期间，携程 11 条业务线近 70%的客服员工

在家办公，一些部门在家办公人员比例近

85%。结果显示，由于不受办公室干扰和

通勤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在家办公的人可

以完成更多的工作。

当然，并不是所有工作都适合在家办

公，比如窗口岗位，对团队合作依赖性强

的岗位，还有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岗位等。

但许多新型企业技术人员，还是比较适合

在家办公的，比如互联网科技企业，需要

宽松自由的研究环境，企业对其管理也较

为弹性，只需在相应节点验收其研究成果

即可。

携程 CEO 梁建章说, 在生产方式多

元化的背景下，“混合办公是全球趋势，企

业不应只是采取‘被动’或‘不得已’的态

度，应该怀着开放的心态，对适合采用在

家办公的职位以及人员，推广在家办公的

工作模式，并设计相应的人事管理与人事

考评机制，充分发挥此模式的优势，避免

其劣势。”在家办公是新事物，需要管理者

对它有理性认识。对某些岗位，只要落实

好管理和评价机制，在家办公模式能够给

员工更多幸福感，为公司节约办公成本，

对社会来说也会减少资源浪费。

在家办公，有条件有需要的单位不妨

大胆一试。

在家办公模式，有条件的不妨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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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盒玩具近年在中国市场发展迅猛，

这把火也“烧”到了博物馆文创领域。最

近几个月，多家博物馆密集推出盲盒文创

产品。

据央视财经报道，7 月下旬，四川广汉

三星堆博物馆推出了一款以三星堆面具

文物为创作原型的盲盒玩具。这套以摇

滚乐队组合为创作思路的盲盒，一共有 6

个形象成员，每一个成员的设计都来自不

同的文物原件。除了三星堆博物馆外，敦

煌研究院推出以壁画为创作原型的“天龙

八部”盲盒；河南博物院推出了考古盲盒，

并附带迷你“钻探工具”，让消费者亲身体

验挖掘文物的过程⋯⋯

这些文创产品的确有种让人耳目一

新的感觉，一扫以前博物馆类文创产品傻

大笨粗的形象，拉近了博物馆与观众的心

理距离。以前的博物馆，给人的普遍印象

像那些高冷的展品，只可远观而不可亵

玩，现在也知道结合流行文化，研究观众，

也就是消费者的心理，放下身段与民同

乐，光这一点就足以让大家期待。

但盲盒有它的先天不足。比如，时间

一长新鲜感就没了；盲盒容易以次充好，

打开盲盒，可能带来的不是惊喜，而是惊

吓，这样的盲盒就是一个消费“坑”了。博

物馆推出的盲盒文创产品能不能避开这

些问题，也得打个问号。再说，盲盒的本

质在于悬念，若博物馆的盲盒里翻来覆去

就那几样东西，也就失去了悬念。

不管怎么说，用户思维总是对的，从

流行文化中寻找创作灵感也是一条路

子。这是一个好的尝试，打开了博物馆这

只盲盒。我们的博物馆相当于一只藏着

金矿的盲盒，以前没有将它真正打开，老

守着金矿哭穷，于是，市场就在眼前，但没

有办法抓住。

展示方式乏味呆板，缺少与观众的互

动，纪念品千篇一律，几乎是所有博物馆

的通病。消费者的心态并不难揣摩，大多

数人其实并不排斥一个价格不贵、又有特

色的纪念品。而现实中游客对博物馆卖

的一些纪念品不感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东西不够好。故宫文创产品的热销，说

明好的文创产品能吸引游客的目光。当

然，大多数博物馆不具备故宫这样的号召

力，但发挥自己的特色占据市场一席之

地，是应该能做到的。

如何做好文创产品，考验博物馆的管

理开发能力。意识上的不足能补一补，技

术上的缺失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最大的

问题是如何创新，如何克服惰性，如何找

到受欢迎的产品。

这恰恰是博物馆的短板，而与文创公

司的合作能使部分短板得到弥补。是时

候了，博物馆确实需要转变一下思路，借

助市场力量来增强自身的丰富性。

博物馆找市场，靠这只盲盒还不够

据新华社报道，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

发《歌舞娱乐场所卡拉 OK 音乐内容管理

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歌舞娱乐

场所播放的卡拉 OK 音乐不得含有《娱乐

场所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禁止内容，包括：

危害国家统一、主权或者领土完整的；违

反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迷信的；宣扬

淫秽、赌博、暴力以及与毒品有关的违法

犯罪活动，或者教唆犯罪的等。

“诗言志，歌咏言。”诗用来表达人的

抱负和志向，歌则是通过对诗的吟唱来延

长诗中所包含的思想情感，突出诗意。换

言之，音乐一开始就不是一种纯粹的个人

娱乐享受，还包含着一定的道德修养培养

和社会教化价值等。

从这个意义上讲，卡拉 OK 固然是一

种娱乐，但它也关乎心灵家园建设。毫不

夸张地说，音乐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巨大精

神力量，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到沉浸其

中的个体，乃至塑造某种社会氛围，绝不

可等闲视之。正因如此，《娱乐场所管理

条例》明确提出国家倡导弘扬民族优秀文

化，禁止播放含有违背社会公德或者民族

优秀文化传统的卡拉OK音乐。

令人遗憾的是，很多歌舞娱乐场所经

营者出于一味满足顾客需求等考量，认识

上存在较大欠缺，认为这种“自娱自乐”无

伤大雅，不必吹毛求疵。加之全国有近5万

家歌舞娱乐场所，执法监管难度较大。而

且歌舞娱乐场所歌曲点播系统基础曲库达

10 万首以上，歌舞娱乐场所经营者难以识

别违规曲目。以上种种原因，导致歌舞娱

乐场所歌曲点播系统含有违禁歌曲的现象

屡禁不止，卡拉OK有时并不“OK”。

有鉴于此，《规定》从引导行业加强内

容自律，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部门加强督查

等方面综合施策，可谓对症下药、切中肯

綮，有助于实现从源头对歌舞娱乐场所内

容进行有效管控。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清理垃圾歌

曲，净化音乐市场，才能有效弘扬主旋律，

让卡拉更OK。

建立违规曲目清单制度，卡拉更OK

清 理 垃 圾 歌
曲，净化音乐
市场，才能有
效 弘 扬 主 旋
律，让卡拉更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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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岗位，
只 要 落 实 好
管 理 和 评 价
机制，在家办
公 模 式 能 够
给 员 工 更 多
幸福感，为公
司 节 约 办 公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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