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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暑期旅游旺季，热门景点以及高校参观预约难、

“黄牛”抢票高价牟利的现象引发关注。近日，国博、清华

大学等热门景点和高校对原有的“抢号”机制进行了调

整，力求将参观票源留给真正有需要的游客。

清华大学对原有的预约系统进行了升级，将以前单

纯的“抢号制”改成了“抽签+抢号”。每天17:00至21:45，

可根据规则申请抽签预约，中签概率与报名先后顺序无

关。国家博物馆通过调整预约规则、优化技术手段、采取

法律手段、配合公安部门执法等措施，坚决打击“黄牛”倒

票行为。

清华大学与国博的防黄牛手段有相同之处，也有各

自的特点。清华的一系列措施就是为了防止黄牛提前

占坑，将节假日的号码资源一分为二，打乱了黄牛的部

署，而不分先后顺序抽签的方式显然让提前占坑失去

了意义。清华还规定每名游客 180 天之内只能预约一

次，也就是说，黄牛想要抢票，只能不断变换号码预约，

无形中推高了黄牛抢号的成本。而国博实行的退票不

回池，避免“黄牛”通过技术手段秒退秒抢，打断了黄牛

的变现途径。

当然，这些措施最终效果如何，能不能防住黄牛，还

要看具体执行情况。防黄牛的技术在进步，黄牛逃避打

击的手段和办法或许也会改变。在暴利面前，黄牛是不

会轻易认输的，一定会想尽办法钻空子。所以，不能掉以

轻心，需要随时根据黄牛的动向作出应对。

对付黄牛不仅仅是个别热门景区的事，预约机制好

不好用，防黄牛技术能不能产生实际效果，其实关系到所

有景区的管理。随着休闲经济的发展，很多景点已经没

有冷热之分，热门景点一票难求、普通景点人满为患会成

为常态。所以，各个景点需要互通借鉴，采取一套行之有

效、公平公正的门票资源分配系统。在防黄牛这件事情

上，铁路部门、医疗系统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经验，不妨去

取取经。

当然，防黄牛也不能以增加游客预约难度、牺牲旅游

体验为代价，要尽力消除新的预约机制给游客旅游增加

的难度和不便，比如，改用抽签以后，运气不好的游客可

能一直抽不中，去抢号又回到老路上，不擅长手机操作的

老年人无所适从⋯⋯对于这样的参观需求和相关问题，

日趋复杂的预约机制也需要兼顾并进行合理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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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这一句网络

流行语，如今在网红“铁头”身上应验。前

天，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区分局发布警情通

报，董某某（网名“铁头”）涉嫌敲诈勒索被立

案侦查。目前，董某某等人已被公安机关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去年，靠着“惩恶扬善式打假”，“铁头”

迅速积累起数百万粉丝，曾一度被认为是

“打假斗士”。“铁头”获得巨大流量的同时，

其言行也引发巨大的争议。不仅打假事件

频频翻车，“铁头”还曾在直播时曝出其涉黄

经历，引发网友举报和抵制，也曾因开设赌

场和非法拘禁被判刑，还被全网封禁。了解

了这些过往，再来审视“铁头”出事的事实，

就显得不再那么意外。

之前有多张狂，现在就有多狼狈，“铁

头”的头终于不铁了。回看“铁头”之前所谓

的正义凛然的维权打假，很多人心中五味杂

陈：难不成之前“正义”的一切，都是“铁头”

的伪装和表演？他的这些表演难道就是为

了获取流量和影响力？

按理说，流量越大，责任越大，更应该胸

怀敬畏之心，自觉为大众作表率，把“流量”

用在好事、正事上，这才是真正的“人间清

醒”。可“铁头”正好是反着来，有了流量后，

动的却是坏心思，这些流量和影响力变成了

他非法牟利的嚣张气焰，他变得无视道德操

守和法律底线。

“铁头”在流量时代逐渐迷失了自我。

“打假”不是万能挡箭牌，“流量”也不是什么

护身符，在网上扑腾再大的浪花，都不意味

着可以拥有法外特权，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

法律之上。

正义与邪恶往往只在一念之间。现

在，“铁头”越界了，那等待他的必然就是法

律的严惩。“铁头”的案例有着很强的警示

作用，这也给所有网红打了一支预防针：行

得正方能立得住，行得稳走得远，一旦越轨

违法，被流量反噬、被关进法律的笼子里，

只是时间问题，毕竟“出来混，迟早是要还

的。”

“铁头”的翻车事件说明，对“流量至上”

“私利至上”必须进行整治，如果不整治，长

此以往，只会放大“破窗效应”，给网络秩序

和公众利益带来负面影响。网络是一面照

妖镜，确实把一些鬼魅魍魉给照了出来。但

同时，网络也具有一定的迷惑性，让某些鬼

魅魍魉藏在了暗处。这对广大网民提出了

更高要求，面对众多的网络现象，更需要一

双“火眼金睛”加以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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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郑州市一些小区电梯轿厢、道闸等媒介平台

发布“上门按摩”广告，遭到不少家长投诉。日前，郑州市召

开“上门按摩”广告联合行政约谈会议，对“上门按摩”广告划

出整改时间红线，要求并限期相关企业撤除这些广告，且不

留死角。

作为居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地，小区电梯本应是一个安

全、便捷、和谐的公共空间。遗憾的是，“上门按摩”等涉嫌低

俗、擦边球的广告悄然侵入这一方寸之地，破坏了电梯环境

的整洁与美观，更对乘坐电梯的未成年人造成了潜在的负面

影响。使得电梯这一原本充满舒适与温馨的空间，成为了某

些不良商家追求利益的地方。

公共空间是城市文明的窗口，此间的内容布置和主题展

示直接反映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和价值导向。因此，对于电

梯广告的监管，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上的合规，更应深入

到内容的健康与正面引导上。儿童缺少辨别能力，他们极易

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在电梯这样的公共空间内，如果任由

低俗广告泛滥，无形中会侵蚀孩子们的纯真世界，损害他们

的身心健康。

这类低俗广告之所以能在电梯内大行其道，其实背后隐

藏着复杂的利益链条和监管盲区。一方面，部分广告公司为

了追求经济效益，不惜突破道德底线，制作并投放低俗内容

以吸引眼球；另一方面，部分物业公司在面对广告收益的诱

惑时，放松了对广告内容的审核把关，使得低俗广告得以堂

而皇之地进入居民生活。而这种隐身于小区之中的电梯广

告，也往往给监管带来难度。

那么，公共空间的纯洁又该由谁来守护？首先，政府部

门应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电梯广告

的内容标准和审查流程，确保每一则广告都能传递正向价

值，符合社会公序良俗。同时，应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对违规

广告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形成有效震慑。其次，物业公

司作为电梯广告的直接管理者，应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严

格筛选广告内容，拒绝低俗、不良信息的入驻，为居民营造一

个安全、健康、和谐的居住环境。

电梯间虽小，却是社区文化、城市文明的一面镜子。守

护公共空间的纯净与美好，不只是撤除几则低俗广告那么简

单，它更关乎整个社会对儿童权益保护的重视程度和实际行

动。只有每个个体、机构和组织都能做好守护，城市和社区

才能更加文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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