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服“出圈”后 如何更“出彩”？

游客“满意度” 藏着流量密码

伴随新一代对传统服饰文化的追
捧，汉服迎来“井喷”时刻。三步一“娘
娘”，五步一“公主”……近段时间，在西安
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洛阳洛邑古城、
开封清明上河园等景点，随处可见身着汉
服的游客。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
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新一代有了平视世
界的足够底气，“国潮风”强势崛起，汉服文
化也逐渐从“小众审美”走向“大众认同”。

唐装汉服轻舞，不仅开辟了地方文
旅融合的新路径，也挖掘出消费新蓝
海。“汉服热”也带动了相关行业发展，目
前，从汉服生产、租赁、妆造服务到跟拍，
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今年一季度，
汉服生产基地山东曹县，汉服销售额达
10.38亿元，实现历年来同期新高。

不过，热浪之下，难掩问题。汉服热
潮中确实存在着躬而不知其名、用而不辨
其义的情况。比如，迪士尼曾推出身着汉
服的玲娜贝尔玩偶，但其身上的汉服竟然

是左衽（衣服前襟向左掩）。在中华传统
文化中，左衽为蛮夷装扮或丧服的标志。
此外，抄袭与山寨泛滥、产品品控差、头部
品牌溢价高等问题也成为汉服经济发展
的掣肘。曾有汉服品牌商表示，坚持做原
创的成本非常高，圈子里做山寨汉服的人
非常多。

汉服经济实际是一种文化消费，有了
文化的拉动，才更容易形成深层次的消费
需求。为此，一方面要注重汉服的文化价
值，制定相关规范和标准，并对从事汉服
相关产业的人员开展培训。据了解，为了
让游客穿汉服游古都有更好的体验感，洛
阳开办了多期汉服妆造技能培训班，以提
升汉服租赁行业的妆造水平。另一方面，
也要尊重创新成果，保护好原创者的著作
权，从而实现汉服产业的提质增效。同
时，还要了解消费者对汉服材质、样式等
的需求，特别是要瞄准年轻人的消费偏
好、消费体验等，加强汉服的设计和创意。

据中国经济网

近日有不少网友反映，在北京旅游
时遭遇“幽灵民宿”。记者调查发现，这些

“幽灵民宿”中的一部分是借着火车站等
地标性建筑，给出只有距离几百米的定
位，但实则位于三十几公里以外的郊区；
另一部分则打着“青旅”的旗号，实则是位
于普通居民小区楼内的群租房，它们在平
台留的地址十分模糊，图片也与实际不
符，商家均要求下单后再告知实际地址。

“幽灵民宿”现象不仅存在于北京，在全
国其他地方也有。“幽灵民宿”不仅误导、欺
骗消费者，还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因为很
多“幽灵民宿”本身就是不合规、不合法的，
一旦发生了财产和人身安全事故，将给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带来很大的损失和伤害。

“幽灵民宿”的存在，与提供民宿预订
业务的平台有着脱不开的干系。正规酒
店入驻平台，需要商家提供身份信息、营
业执照、酒店照片等详细资料，民宿上线则
更为宽松。多个平台对民宿商家提交的地

址等一系列关键信息，仅有线上审核，明示
不存在线下核查。记者以民宿商家身份尝
试在多家平台申请做房东，添加房源时发
现，平台仅要求填写出租方式、设施和服
务、房源描述、房源照片、售卖价格、预订设
置、资质验证这7项信息，填完之后，即可提
交售卖，所谓的审核形同虚设。

面对频频出现的“幽灵民宿”，政府职
能部门应加强线下监管力度，把一些不合
格的、违规经营、没有取得合法手续而偷
偷摸摸上线的民宿踢出市场，坚决取缔。

更加重要的，则是需要在线旅游平
台、民宿平台加强对民宿的审核力度，从入
驻信息、资质审核到日常监管方面，平台均
应主动作为。消费者通过平台预订酒店民
宿，平台是要收取提成的，自然也就肩负着
监管审核的责任。平台尤其要完善消费者
的投诉举报渠道，对于屡屡被消费者投诉存
在虚标地址、宣传和实际不符等虚假现象的
民宿，该下架就坚决下架。 据羊城晚报

骗子通过人工智能换脸技术，佯装
成好友视频聊天，10 分钟内竟从受害者
处骗走 430 万元。近日，内蒙古包头市公
安局电信网络犯罪侦查局发布一起使用
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电信诈骗的案件，再
次表明人工智能换脸存在巨大隐患，亟
待纳入监管。

面对不断增加的人工智能诈骗风险，
该怎么办？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手段，
由人所创造，为人所使用，也就需要有人来
约束。撕掉人工智能画皮，还得靠人的“慧
眼”。新兴技术出现，一开始总有人利用普
通人对新兴技术的陌生感做不当甚至违法
的行为。随着技术越来越普及，普通人对
其熟悉度越来越高，监管越来越到位，诈骗
手段自然就开始广为人知。目前人工智能
的应用正处于从新兴到普及的过程，人的

力量自然应该适时介入。
要遏制“人工智能换脸”等人工智能

领域的深度合成技术应用乱象，还得多方
主体共同发力多管齐下。4月11日，国家
网信办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
给出较为详尽的规定，对用户安全保护已
经迈出第一步。此外，监管部门要看到这
一问题的严峻性，将监管责任放在前面；也
需要做好善后工作，挖出相关产业链，给诈
骗行为以震慑。平台和个人也应避免信息
泄露，不给骗子留下把柄。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拥抱新技术带来
的发展与变革，也必须规避可能存在的风
险和危险。既然有人在用它图谋不轨，就
必须为这把剑装上剑鞘，这是为了保护剑，
也是为了保护人。 据北京晚报

中国旅游研究院日前发布的《2023
年一季度全国游客满意度调查报告》显
示，国内游客综合满意度指数 80.41，处
于“满意”区间。游客满意度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旅游经济的发展状况，各地期
望从这份报告中汲取旅游业发展“先进
生”的经验，找到推动当地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的“密码”。

旅游业界常将“五一”假期视为一年
旅游业发展的“期中考”。今年“五一”假
期，国内不少地方的旅游业都取得了亮
眼的成绩。面对三年“沉寂期”后来之不
易的复苏，各地旅游主管部门分外珍惜，
不仅追求游客量，也重视游客满意度。

进入新发展阶段，旅游业面临高质
量发展的新要求。“人山人海吃红利，圈
山圈水收门票”的旧发展思路已经行不
通。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指出，游
客满意度高不高、市场主体竞争力强不

强、发展动能新不新，成为新时代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需要旅游行业
更新理念和思路，在丰富旅游产品、保障
旅游品质、创新旅游消费场景等方面下
功夫。努力提升游客满意度，让更多游
客乘兴而来、尽兴而返，从而助推一地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这已成为各地旅游主
管部门的共识。

近年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重
点旅游城市纷纷将旅游业作为主导产
业、支柱产业、先导产业，放在优先发展
的位置，为旅游业营造优质发展环境，推
动“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转变。人们
到一地旅游，不再是单纯地逛一个个独
立的景点景区，而是“生活在别处”。以
真诚的“待客之道”，让游客感受“宾至如
归”，这才是一地能引客“一来再来”的

“流量密码”。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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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

日前，市面上一款治疗肾上腺皮质
功能减退症及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
的激素类药物——醋酸氢化可的松片，
价格出现暴涨。去年年底这个药卖59.9
元/瓶，每瓶100片。今年年初，这个药已
经换成了小包装，一盒 7 片，卖 79.9 元/
盒，这样算下来，价格涨了10多倍。

这是一款患者需要长期稳定服用的
“保命药”，同样的药片，一样的药效，只
不过“大变小”换了一个新的包装，其身
价竟然变得“高贵”起来，单片药价格暴

涨了10多倍，让患者直呼“吃不起”。厂
家从用药安全等考虑包装“大变小”可以
理解，但换包装岂能趁机乱涨价，大薅患
者的“羊毛”。

醋酸氢化可的松片，适应症为“主要
用于治疗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的替代
治疗及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是一
款处方药。由于大多数患者需要长期稳
定服用该药，该“保命药”就成了紧俏药
品，其价格从2017年之后开始上涨，近两
年更是开启“狂飙”模式。目前，100片/
瓶规格的醋酸氢化可的松片已全网下
架，取而代之的是7片/盒、30片/瓶的“小
包装”，但患者通过换算价格，着实吓了
一跳，单片药的价格竟暴涨10多倍。“保
命药”的包装“大变小”，患者的用药成本

却增加了10倍以上，大大增加了患者的
经济负担。如此大薅患者“羊毛”的做
法，有些“乘人之危”的嫌疑。

醋酸氢化可的松片毕竟是处方药，
大量服用有副作用，从用药安全、避免浪
费等方面考虑，厂家采用“大变小”的包
装策略可以理解。如果按照国家相关规
定，将新包装的材料、用工等成本，合理
分摊到药品的价格中，只要不是豪华包
装，相信药品的价格也贵不了多少，大多
数患者也应该可以接受的。但仅仅换了
一个新的小包装，单片药的价格便暴涨
10多倍，患者肯定难以接受，也就难逃趁
换新包装之机乱涨价的质疑。国家药监
局资料显示，目前，醋酸氢化可的松片仅
有天津信谊津津药业有限公司一家药厂

在生产。或许，垄断才是药价暴涨的主
要原因。

“保命药”“救命药”大幅度涨价，一直
饱受社会诟病。由于药品原材料、人工
费、包装费及广告宣传等费用上涨，成品
药相应提高售价，本来无可厚非，只要涨
得合理合情合法，患者是可以理解的。但
换包装不是药价暴涨的理由，如果改个名
称、换个包装，药价就“狮子大开口”，暴涨
得十分离谱，无疑损害了广大患者的切身
利益，也加剧了“看病贵”的问题。针对患
者的质疑，有关部门有必要彻底查明真
相，给公众一个交代。如果涉及不正当竞
争、乱涨价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予以纠
正和整改，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严厉惩
罚，以儆效尤。 据红网

“保命药”包装“大变小”，价格何以涨超10倍？

或许细心的人会留意到，在刚刚过去
的母亲节里，一些在大街上飞跑的外卖小
哥配送的不是食品而是鲜花，这正是近些
年来“跑腿经济”异军突起的缩影。

不只是节日，很多人在日常工作生活
中也不乏一些即时需求。不论是忘带物
品，使用“跑腿”帮取送，还是下单“跑腿”帮
取号，正如有网友感叹的，“只要是你想要
的，万物皆可即时到家”。这样的新业态自
然催生出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相关咨询
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跑腿
经济”市场规模达131亿元，预计2025年将
达664亿元。

一个市场能够持续增长形成蓝海，有
赖需求和供给两头同时发力。先说需求
侧，从餐饮外卖到零售用品再到跑腿服务，
消费者对消费的时效性要求不断提升，而
跑腿服务正好能够满足消费者足不出户、
节约时间的需求。此外，对很多年轻人来
讲，自身有能力也有意愿为个性化服务埋
单。说得直白一些，这就是“跑腿经济”得
以持续发展的群众基础。

再看供给侧，我国互联网事业发展迅
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借助平台的
连接功能，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为了
在即时零售领域抢占先机，许多企业修炼

内功，在物流配送方面积极布局。对平台
型企业而言，配送人员在用餐高峰期非常
忙碌，而非高峰时期则相对轻松。跑腿服
务有效利用了骑手的空闲时间，既可以为
平台降本增效、扩大营收，又可以满足消费
者的即时需求，同时也能够让外卖小哥多
劳多得，形成三方共赢的局面。

更应当看到，“跑腿经济”的蓬勃兴起
并非个人的发明创造，也不是由专家规划
设计，而是广大经营主体在需求和供给互
动的不断调适中自发形成的一种业态。要
相信市场的力量，让这只“看不见的手”充
分施展，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在监管方面，目前国内对“跑腿经济”还
没有进行具体的行业界定与划分，缺乏相应
的法律法规来约束，这就导致“跑腿经济”存
在门槛低、定价随意、“跑腿公司”资质不全、
缺乏行业标准等问题，甚至还出现过帮忙刷
单等乱象。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有关部门需
要适时拿出解决办法。在行业发展方面，如
何持续激发消费者需求，拓展各种新应用与
服务场景，更好地融入各地正在推进的“城
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也需要业内参
与者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推动“跑腿经济”
向多元化、专业化、有序化发展。

据经济日报

“幽灵民宿”频现 平台难辞其责

“跑腿经济”要跑出质量

“奇葩”维权不可取

近日，某地两名乘客在网约车内“赖车”
将近30小时的视频曝光。当地公安发布通
报称，对两名乘客依法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这起荒诞的事件确实刷新了不少人对
“维权”的认知。事件本身并不复杂，乘客
不满司机停车位置，上车之后对司机心有
怨言、出言不逊；司机不满乘客言语刺激，
拒绝载客，由此激发了两方长达数十小时
的拉锯战。时过境迁，事件的来龙去脉也
很难完整还原，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维权
方式值得商榷。

维权就能不讲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
的。在日常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与他人发
生矛盾冲突、自身权益受到侵犯甚至是损
害的情况，这时想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这种意识值得肯定。但维权也不能不讲
理，更不能不讲法。如果遇到无法自行妥
善处理的情况，可以诉诸平台或法律，通过

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权益。否
则，小纠纷就有可能演变为大冲突，维权行
为也有可能成为“以魔法打败魔法”的不义
之举，甚至触犯法律红线。

近来，因当事人解决问题不理智、维权
方式不合理而产生的纠纷并不少见。比
如，有小区曝光业主车位被强占，景区出现
婆孙平移插队，高铁上发生乘客“互殴”现
象……在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下，这些小
纠纷不仅给当事人带来苦果，很多时候还
会占用社会公共资源，引发次生舆情风波，
对舆论环境和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我们常说要有维权意识，其实懂得维
权只是第一步。遇到突发情况，少点冲动
逞能和奇葩行为，多点冷静从容和理智举
动，在法律的框架内合理合情维权，才是捍
卫合法权益的正义之举，才是公众素养提
升、社会整体进步的表现。 据广州日报

AI“换脸”画皮应撕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