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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急管

理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剧本娱乐经

营场所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首次在全国范围将剧

本杀、密室逃脱等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新业态纳入管理。

“剧本杀”是近几年兴起的沉浸式益智游戏。互动游戏

新业态经营场所的悄然兴起，丰富了市民文化娱乐生活，但

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问题。除了消防安全隐患之

外，部分商家以宣扬色情、血腥、暴力、灵异等为商业噱头，

吸引年轻人，引发公众担忧。此次五部门联合发布的《通

知》，无疑弥补了漏洞。

剧本杀的核心是剧本而不是“杀”，通过剧本的逻辑性、

故事性、智慧性，让玩家在放松与娱乐的同时得到启迪，才

是其价值和魅力所在。而将重点偏向“重口味”，无疑是本

末倒置。为此，《通知》要求严格内容管理，鼓励场所使用弘

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剧本脚本，要求对剧本脚本以及表

演、场景、道具、服饰等进行内容自审，剧本娱乐活动不得含

有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

作为从业者，也要充分认识到，杜绝负面价值观的引

诱，创作出精品剧本，才是新业态的长久发展之道。秉持正

确的价值导向，给参加者赋以正能量，帮助玩家释放精神压

力，丰富想象力，加强人际沟通，这才是剧本杀的正确打开

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适应新业态的特点，《通知》还积极

创新监管方式，坚持“放管结合”，建立内容自审机制，加强

正面引导，强化主体责任。

一言以蔽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

“剧本杀”，而是让新业态实现良性发展。惟其如此，“智商

社交”玩起来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参与者才可以从这种沉浸

式益智游戏中体验到不一样的快乐。

告别野蛮生长
才能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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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北大分数线，该羡慕还是该指责

炒作高分复读背后
有条灰色利益链

本报评论员高路：学校主动给高分考生巨额奖

励，而且还几十万、上百万地给，这学校难道是助学

慈善机构吗？显然不是。

所谓无利不起早，教育部门三令五申不得炒

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一些民办学校顶风作案，

是因为背后浮动着一条灰色的利益链。

炒作高分考生有两个好处：一个是能吸引生

源。在各种宣传话术中，诸如高考状元，被北大、清

华录取，名校上线率等，对学生和家长而言，无疑最

具说服力。另一个好处是能抬高自己的身价，为高

额收费铺路。把饼画得大一点，家长才会心甘情愿

地掏钱，学校的高价复读费才有收的理由。

一边给高分考生可观的奖励，一边向普通学

生收取高额的复读费用，只有这样，游戏才玩得

转。说到底这就是一门生意，有吆喝的，有捧场

的，所有的伎俩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多掏钱。

这条利益链不斩断，炒作之风就很难停止。

这几年，高分复读现象频频发生，这背后就有一

些民办学校、复读机构在推波助澜。教育部门应

该作出处罚，严禁此类行为的发生。

上线北大而不入
教育部门应重视

本报评论员项向荣：对于网传广东茂名一考

生三年三考北大并赚取 200 万奖金一事，网络舆

论评论不一。

于考生个人而言，看似没有违背规则，不等

于这个现象就是合理的。更有人指出，有高考专

业户通过篡改往届生身份或其他资料获取考试

资格。倘若如此，这是对高考秩序的扰乱，需要

各地教育部门未雨绸缪，在制度规则上堵漏洞。

对于任何一所高校来说，都未必欢迎全某某

这样的学生。高考是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双方都

要慎重对待。

须知每次录取工作背后，都是无数人辛勤努

力的结果，尤其是类似北大清华之类的名校，本

着对每个考生负责的态度，必须把工作做到非常

精细。

录取后又弃学，意味着空出了一个名额，这

个名额到底要不要补上，该怎么补上，牵一发而

动全身。全某某这样的行为，无疑扰乱了正常的

招生秩序。对于此类行为，教育部门及各高校应

引起重视。

与其过多指责个人
不如反思分数至上

本报评论员陈江：广东的全同学这回摊上大

事了，很多人指责他是“高考雇佣军”。事情的真

相到底如何，还要等待调查结果。

本报记者采访了他的同学，说全同学的目标

是北大光华学院或是清华经管学院。这个必须

是全省高考前 20 名的要求，前两年全同学虽然

是高分，但是并没有达到录取要求，所以连年复

读再考。如果说他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考多少次

都是他的权利，拿奖金也只是顺手的事，在我看

来实在无可指责。

退一步说，全同学因为个人“考术”一骑绝

尘，尝到了赚钱的乐趣，就是把高考当职业了，那

要看他是不是违规违法？在调查结果未公布前，

不宜过多指责考生本人。该反思的是分数至上、

过于功利的考试观。

据说全同学这次是茂名市第 1 名，全省第 16

名，这个成绩进北大光华或者清华经管学院应该

够格了。毕竟当“职业考霸”风险太大，试问有几

个人，能长时间维持在一个顶尖的水准上？这

活，没“实力”绝对干不了。

6 月 27 日，网传一名学生三次考上北大，三年共赚 200 万元奖金，相关高考喜报截图引发了网友热议。网传截图显示，喜报发布者为广东

省茂名化州市青鸟实验学校。该校学生全某某在今年的高考中，凭借694的高分斩获茂名市高考状元，上了北大分数线。备注信息显示，全某

某在2020年就上了北大分数线，2021年在湛江一民办学校复读，再度上了北大分数线。前后三年间，该名学生三次上了北大分数线，状元奖励

金额预计累计200万元。

不少网友质疑，该名学生是“职业考生”，收了钱为相应的学校“出战”考北大。也有报道称，该学生多次参加高考，是为了上心仪的专业。目

前，当地教育部门已经介入调查。真相是什么？该如何看待这样的行为？对此，钱江晚报·小时新闻的评论员有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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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锦江区有一排沿街商铺的招牌被换成了拼音

版，大字的店名是汉语拼音，只在右下角写着小字的中文店

名。网友称，这影响了生意。辖区牛市口街道办事处工作人

员表示，相关部门将会制作临时中文标牌进行更换。

初看这新闻，肯定想不明白，好好的汉字不用，为啥要用

拼音作店名。据店主介绍，当初是街道要商铺配合市容整

治。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当时是为了统一美化那一排沿街

商铺。

这里似乎涉及两个审美的问题：第一，是不是店招清一

色统一才美？第二，拼音店名比汉字店名更美吗？第一个问

题姑且不论，第二个问题，估计要么是街道官员有特殊的审

美偏好，要么也是言不由衷，本来汉字招牌自然也是“统一”

的，写成类英文的拼音作如何解释？

撇开美不美不说，还有方不方便的问题。这排店铺中

的其中一个店名是“ER LIANG WAN ZA MIAN”。因为

汉字的一大特点是同音字特别多，有几个人能拼出这是“贰

两豌杂面”的？这店名连中国人都错愕半天。店招是商铺

的广告，是一家店的脸面，人家都认不清你的脸，怎会进你

的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三条中规

定：“公共服务行业以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服务用字。”第十四

条也明确把“招牌、广告用字”列入“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的范围之内。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广告，是中国人的脸面。由此，牛市

口街道办事处的做法是违背法律规定的。正因其违法行事，

损害了商铺的权益。同时，装了拆，拆了装，又侵损了全体纳

税人的利益。

这样的昏招、损招，并不鲜见。“美化”多半是个幌子，背

后作祟的是部分基层部门的拍脑袋决策。

“美化”只是幌子
拍脑袋决策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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