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背诵诗词正以一种独特而温暖的方式在各大

景区悄然绽放。据报道，近日，成都某高校的女博士小

陈参与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活动，成功背诵《诗词若干

首》里面 83 首咏四川的唐宋明朝诗词，获得景区终身免

票，成为全国第 31 位挑战成功者。

83 首诗词，字数超过 6400 个，这样的挑战难度堪称

全国“最高”。杜甫草堂设立这样的活动，为像小陈一样

的诗词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在背诵过程

中，游客能够跨越时空感受前人的情感与智慧，这样的体

验对于任何一个热爱文化的人来说，都是无比珍贵的。

事实上，背诵诗词免门票的做法并非个例。从洛阳

白云山的《白云山赋》到江西滕王阁的《滕王阁序》，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景区开始采用这种方式吸引游客参与。

这种做法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找到了文化与旅游之间的

完美契合点，让游客在游玩的过程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满

足，也让景区在推广自身的同时，承担起了传承文化的社

会责任，无形中提升了景区的文化内涵和人文色彩。

这样的玩法算得上是一种“文化变现”，因为，它给

人带来的直观利益是省去门票钱。它让文化成了一种

可以触摸和感受，甚至是可以直接“使用”的现实存在。

相比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背诗能让游客做足功课，使

他们在享受旅游的同时，进一步接触到传统文化的魅

力。这种“文化变现”十分接地气，让景区和游客互动的

现场充满了欢乐感。

与单纯的门票收入相比，“文化变现”的现实价值远

远超出了门票本身，它给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打开了一扇

窗。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历史的

记忆和民族的情感。在背诵诗词的过程中，游客往往会

加深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知，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这种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是任何物质奖励都无法替代的。

当然，背诗词免门票作为一种文化推广手段，其持

续性和影响力还需进一步观察和评估。如何在保持活

动新鲜感和吸引力的同时，确保文化内容的深度和广

度，避免流于表面形式；如何平衡文化教育与旅游体验

的关系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无论如

何，“背诗免票”的走红表达了人们今天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热爱，这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来说都是美好的姿

态和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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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团骑手“防疲劳”机制已在全

国主要城市范围内启动。有骑手收到通知

显示，跑单超过 8 小时就会收到提醒，此后

每隔一小时提醒一次，跑单 12 小时将强制

下线。

一直以来，“骑手过劳”就是一个广泛

引起热议的社会话题，如今终于有了和防

沉迷类似的机制。这是好事，因为平台经

济需要履约的不光是业务订单，还有社会

责任。此次全国上线“防疲劳”机制，将有

效保障骑手的休息权，减少因长时间工作

引发的安全事故，同时也将促进外卖行业

的健康发展。

美团最早在浙江、四川、广西等区域测

试了“防疲劳”管理举措。根据此前美团披

露的骑手“防疲劳试点”数据及调研结果，

试点区域 99.82%正常跑单的骑手不受影

响，连续跑单触发休息条款的骑手仅占

0.18%。可见，大多数骑手能在工作与生活

之间找到自己的平衡点，其所针对的只是

极少数“拼命奔跑”的骑手，保护的就是这

些人的休息权和身心健康。

不过，对这个积极关心骑手健康的政

策，骑手群体里也有一些不同反馈。有骑手

说，自己跑外卖本就是为了挣钱，这么一来

不是要少赚钱了？还有骑手选择了多跑单，

被强制下线了，就去跑别家接单，以此规避

“防疲劳”机制。对此，平台得想个更周全的

法子堵住这个漏洞，别让好政策落了空。

骑手辛辛苦苦跑单就是为了多赚点

钱，所以堵住漏洞的关键就在于给他们合

理的回报。不久前，美团发布建立算法公

开机制的公告，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取

消骑手的超时罚款制度，以后只有准点奖

励，没有晚点惩罚。对骑手群体来说，这是

非常关键的松绑，至少骑手们不会再有一

条鞭子扬在背后了。

骑手的收入主要靠订单量，平台还得

从根上优化派单算法，减少单均配送时间，

提升骑手单位时间效率，才能真正让骑手

慢下来。美团北京某站长表示，此次上线

的“防疲劳”机制也会平衡考虑骑手当日的

接单情况，美团项目组每周都在收集意见

反馈，持续完善机制。

总之，进一步优化处理各方的利益，平

台、商家、骑手、用户是一个四方系统，需要

探索找到其中的均衡点。要以骑手安全为

核心，持续优化管理办法，探索更高效、更

人性化的激励机制，推动从负面处罚向正

向激励的转变，让“防疲劳”机制更科学、更

全面，也更有温度。

骑手“防疲劳”机制
保障权益更显温度
骑手“防疲劳”机制
保障权益更显温度

此 次 全 国 上
线“防疲劳”
机制，将有效
保 障 骑 手 的
休息权，减少
因 长 时 间 工
作 引 发 的 安
全事故，同时
也 将 促 进 外
卖 行 业 的 健
康发展。

QIANJIANG EVENING NEWS

16

·评论
2025.1.2 星期四 责任编辑：吴秀笔 版式设计：管继承 责任检校：姚清

有媒体报道，一些急于评职称者上了“一站式托管”办

理机构的套。不少受害者表示，他们在网上看到一些机构

“一站式托管”“不过全款包退”的广告后交钱代办。然而交

付几万元的代办费后，迟迟等不来职称证书，一查才发现不

仅所谓的已发论文查不到，有的甚至连职称评审的名都没

报。

职称“一站代办”闹出事端并非第一次听闻。梳理一下

媒体的报道，所谓的“花钱评职称”主要涉及两大问题：一是

能否花钱“代评（代办）”；二是论文能否“代写代发”。

职称是反映专业技术人员技术水平、工作能力的标志之

一，职称评审有一套严密的流程。倘若代办机构主要协助申

报人整理材料，指导其顺畅地走申报流程，当然无可厚非，但

问题是，“不过全款包退”之类的承诺明显变味了。

对于部分代办机构宣传“有内部渠道”等说法，多地人社

部门表示，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代理机构或个人合作，或委托

其开展任何形式的代办、咨询职称评审等活动。既然如此，

中介机构的所谓“代评（代办）”涉嫌欺诈。如果说请人“代评

（代办）”，或许是因为过于信赖机构、嫌职称评定过于烦琐，

可以用花钱图省事的心态来解释。那么“代写代发”论文则

是沆瀣一气，严重破坏学术公平原则，污染了正常的职称评

审生态。

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的职称“一站代办”基本上是在法

律的边缘游走，涉嫌欺诈的代办机构更是理应被依法严惩。

竹篮打水一场空之后，成了受害者的参评者同样应该为走

“捷径”之举进行深刻反省。2024年7月，《职称评审监管暂

行办法》提出，对个人违规行为实行信用管理，职称评审中的

失信行为将作为申报评审职称或参与职称评审工作的重要

参考，严重失信行为将纳入职称申报评审失信黑名单并依法

予以失信惩戒。

经历机构代办风波后，一位受害者汲取教训并根据要求

准备好各种申报资料后，仅交了 180 元，在不到三个月的时

间内就拿到了中级工程师职称证书，感觉评职称的流程很方

便，完全没必要找中介。

自己踏踏实实按照正规途径参与职称评审并非什么难

事。对于任何声称可以花钱保过的职称评审服务，都应该保

持警惕，避免上当受骗。相关部门也应加强对职称代办市场

的监管，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

度，提高违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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