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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凤凰传奇巡回演唱会首站在常州举行。演出结

束第二天，有网友报料称自己买到了“柱子票”，因为观看效

果不佳，要求退款赔偿被拒，并呼吁要重视屡次出现的“柱

子票”问题。

随后，大麦网发文致歉，并予以退款。凤凰传奇主唱玲

花发文支持这位网友，还特意留了 5 月 4 号~5 号北京鸟巢

演唱会的票，希望以此帮他找回快乐。

事实上，出现这种连演唱会歌手都看不下去的“柱子

票”，并不是个别情况，而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去年，光

上海市消保委就受理演唱会“柱子票”投诉超过7000件。

“柱子票”的共同点是买票时没人告知，一到现场就蒙

圈，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钱一分没少花，演唱会却看了个寂

寞，消费体验差到极点。此外，这类票还都面临着“维权难”

的问题。就拿此事来说，网友曾正常投诉退款，直接就被大

麦网拒绝。虽然最后问题解决了，维权成功了，但这也暴露

出大麦网对于“柱子票”的处理依然存在问题和漏洞。没人

能保证，下次再遇到类似事件，还能退票退款。

再者说，退票退款就真的算解决问题吗？消费者遇到

“柱子票”败兴而归，好心情也全没了，对于这些，售票方如

何赔偿？玲花在这方面打了个样，直接给送了演唱会的门

票，以求“亡羊补牢，犹未晚矣”。但这只是个例，而且让歌

手来买单也不合适，毕竟歌手不是直接过错方。

“柱子票”出现这么久，相关方也打了不少“口水仗”，

但至今都没有形成一个很有效且真正保护消费者正当权

益的行业标准和规则机制。究其缘由，演唱会这门生意

大多都处于“卖方市场”，很多都一票难求。主办方和售

票方通常不把“柱子票”这种事放在眼里，事先没尽到

告知义务。还有，卖了“柱子票”到底该承担什么样的责

任，也没有很明确的法律规范与依据，消费者维权成本

高，“柱子票”乱象自然不会消停。

对“柱子票”进行破局，并不是什么难题。只要演唱会

的主办方、售票方，卖票前到现场核查一下，把“柱子票”都

标注起来、不予出售，或者适度留出一些空位，为不赶巧碰

上“柱子票”的消费者调换位置。总之，只要主办方、售票方

真正在意消费者的感受和权益，就一定能妥善解决。

小小的“柱子票”，背后也藏着大道理：多想想消费者的

权益，很多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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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州市民政局公示的一份拟聘用

人员名单成为了舆论焦点。名单中不乏拥

有香港中文大学、985 高校华南理工大学等

名校背景的毕业生，而他们拟被聘用的岗位

却是遗体火化工。不少网友感叹“太卷了”，

也有人质疑这是否是“大材小用”。

高学历毕业生应聘小众冷门岗位，总能

吸引不少舆论关注。从直观角度看，哲学硕

士、建筑学学士去做遗体火化工，确实与通

常人们对于高学历人才职业选择的期待存

在偏差。在很多人眼中，这些名校毕业生应

该进入科研、教育、金融等更为“光鲜”的行

业，而不是从事这样一份不起眼，甚至略带

沉重的蓝领行当。这种观念是对人才价值

的一种狭隘理解。

所谓的人才价值，并不单一地由其学历

或学术成就来衡量，而是应该根据个体能

力、社会需求个人兴趣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评

判。遗体火化工虽然看似普通，但它承载着

对逝者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需要从业人

员具备高度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因此，

拥有高学历的人才加入这一行业，未必就是

人才浪费，反而有可能通过他们的专业知识

和人文素养，提升这一职业的社会认知度和

专业水平。

仅就招聘中的哲学硕士而言，哲学作为

一门探讨生命、宇宙和人类存在意义的学

科，两者之间其实有着深刻的联系。哲学关

注生命的终极意义，而殡葬业则是生命旅程

的最后一站。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专业的毕

业生去做遗体火化工，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

生命的价值和死亡的尊严，为逝者提供更加

人性化、更有尊严的服务。

事实上，社会需要各种类型的人才，

包括那些愿意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

人。何况，职业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

们不能简单地因为某个人在某个阶段选择

了某个职业，就过早地断言这个人的职业

价值。

不可忽视的问题在于，当前一些传统

上被认为是“低门槛”的岗位屡屡出现了高

学历人才的身影，这一现象确实值得关注

和反思：我们是否应该更加注重人才的多

元化发展，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职业指导和

培训。

不可否认，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存在人

才浪费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高学历

人才从事“非主流”的职业，都是“大材小

用”。很多时候，真的人才并不拘泥于“大

用”“小用”。公众当以开放和包容的视角看

待这一现象，并尊重个体的职业选择。

冷门岗位就业，无须拘泥大材小用冷门岗位就业，无须拘泥大材小用

很多时候，真
的 人 才 并 不
拘 泥 于“ 大
用”“小用”。
公 众 当 以 开
放 和 包 容 的
视 角 看 待 这
一现象，并尊
重 个 体 的 职
业选择。

年过九旬的阮大爷终身未婚未育。近日，法院判决认定

阮大爷离世后留下的五套安置房，由照顾他十多年的刘某军

继承，相关话题引发网友热议。

这是一个关于爱心的故事。十多年的悉心照顾，这里面有

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感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一个孤寡老人在

晚年能有这么幸福的生活，一定是有人倾注了大量的关爱。

这还是一个关于责任和权利的约定。孤寡老人和毫无

血缘关系的外人组成家庭并维系十多年，光有爱心显然是不

够的。早在2011年，刘某军和阮大爷在村委会的主持下签署

了《遗赠扶养协议》，约定由刘某军照顾阮大爷并负责生养死

葬，阮大爷将其包括房屋在内的全部财产遗赠给刘某军。

一家人照顾了老人十多年，付出了很多，不仅有金钱上

的，还有体力上、精神上的。虽说爱心无价、不求回报很可

贵，但要求人家十多年如一日不离不弃，无怨无悔，不图回

报，这就属于道德绑架了。

这件事有个圆满的结局，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双方用法

律约束取代了传统的道德约束，用权利和责任来结成牢固的

关系，可以说是法律给了他们保障和信心。确立无血缘关系

的扶养关系，这里面其实牵涉到的问题非常复杂。什么叫照

顾？怎么样才算尽到责任？万一中途发生纠纷怎么办？平

平安安、健健康康还好，若是有个大病、卧床不起，照顾的责

任突然加重又该怎么办？这是一份长期约定，在长达十几年

数十年的时间跨度里，人会变，生活环境会变，不断出现的新

问题新情况让约定本身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些问题光靠爱心和真诚是无法解决的。这样的担心

并非空穴来风，上海独居老人将300万元房产送给水果摊主，

水果摊主事后就曾被老人的亲戚告上法庭。在纠纷过程中，

老人具不具备行为能力？谁来证明照顾到位了？这些问题

都成了争议焦点。虽然水果摊主最终赢了官司，但其中过程

相当曲折。

先小人后君子，通过法律手段约定权利和责任，防止事

后扯皮，才没有后顾之忧。北京的这一案例也证明，这种方

式不失为解决孤寡老人养老和遗产继承问题的好办法。那

些不愿意付出只等着继承的亲属也应该警醒，权利和责任是

对等的，老人对自己的财产有支配权，没有人可以通过道德

绑架剥夺这样的权利。社会也需要为此提供支持帮助，做好

见证人和监督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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