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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评

在线旅游 规范也要在线
通过在线旅游平台查看同一家酒店的同样房型，老用

户要比新用户看到的价格贵；给商家的差评无法显示；不合
理低价旅游产品屡见不鲜……今年10月1日起，《在线旅游
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正式施行，这些违规行为将面临处罚。

在互联网时代，数据的应用遍布从购物到交通、从工业
生产到社会治理的众多场景。在此背景下，我国在线旅游
企业和平台的数量不断增多，方便了人们出游，促进了旅游
消费。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消费者个人数据。消
费者数据开发和运用得当，有助于提升用户体验，提高平台
效率，但一些在线旅游经营者基于人们的消费记录、旅游偏
好等，设置不公平的交易条件，进行大数据“杀熟”，侵犯了
旅游者合法权益，给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加强在线旅游法治建设、强化行业监管、规范市场秩序，日
益成为社会共识，也是行业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

《规定》按照“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供应商”的思路，明确
在线旅游平台、供应商等各方的法律责任，厘清过去模糊不清
的责任边界，从而提高了行业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升了
违法违规成本。此举有助于推动在线旅游企业诚信经营，依
法承担产品和服务质量责任，从而保证在线旅游产品质量，确
保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此外，针对一些在线旅游平台诱导评
价、擅自删除差评等现象，《规定》要求在线旅游经营者不得
擅自屏蔽、删除旅游者对其产品和服务的评价，不得误导、
引诱、替代或者强制旅游者做出评价，对旅游者做出的评价
应当保存并向社会公开，从而有效保障旅游者的正当评价权。

当下，我国旅游市场复苏超过预期。包括在线旅游平
台在内的相关旅游机构要以落实《规定》为契机，加强自
律、守好底线，保护好消费者权益，才能更好促进行业健
康发展。 □张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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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月房租2000多
元，开支不小。今后如果住
上公司提供的租赁公寓，住
房、通勤、休闲都解决了。”
在浙江杭州市余杭经济技
术开发区，杭州西奥电梯有
限公司员工胡寒格外关注
公 司 的 员 工 人 才 公 寓 建
设。西奥电梯在建的高端
电扶梯综合制造基地新厂
房，规划总面积近 8 万平方
米。按杭州市降低企业职
工住宿成本的土地要素保
障措施，公司在厂区南侧规

划出职工生活空间，要建两幢带精装
修的员工人才公寓。企业负责人
说，预计两年后，员工就可以拎包入
住，到时将根据员工入职时间、贡献
等综合考虑，以低于市场租金的价
格向员工提供租赁住房。这是浙江
省杭州市出台的稳企业、稳增长系
列政策举措中的惠企“实招”之一。笔者注意到，
近来已有不少企业搭上了这项新政的“头班车”。

据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人介绍，以
往走访企业，“职工住宿难”是反映集中的典型问
题，不少企业自建人才公寓的意愿强烈。以西奥电
梯为例，近几年企业每年新增员工超过600人，员
工平均年龄32岁，大部分来自外地。要为企业、为
区域经济发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员工安居问题
是必须要考虑解决的。去年，该局会同相关部门推
出降低企业职工住宿成本相关政策，正是要帮助企
业破解这些“烦恼”。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考虑到
企业的实际困难和迫切需求，更须用足用好政策

“红包”，全力以赴为相关企业纾困解难。
除了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自建人才公寓，杭

州还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建立金融综合
服务平台，创新使用信用数据帮助企业争取信贷
支持。这些举措也充分说明，纾困惠企重在“实”，
须从实处出招发力。一方面，前期调研摸底要实，
需要摸清底数、掌握需求，有针对性地拿出办法，
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难点、堵点。

另一方面，要拿出有含金量的政策举措，精
准、有效地惠及市场主体，让企业和员工更有获得
感。浙江省今年上半年共为企业减轻成本负担
2652亿元，超过了去年全年2280亿元的减负总数；
今年1月至5月，浙江规上工业每百元营业收入成
本83.39元，同比下降0.4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1.38元。最近浙江组织的“当前宏观形势下民营企
业生产经营与风险情况问卷调查”显示，七成以上
受访市场主体对减税降费政策带来的获得感表示
认可，其中，企业认为从减税政策中受益最大。

在种种不确定性和困难挑战面前，不仅要努
力确保市场主体正常生存，及时解决生产经营
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帮企业渡过难关，更要努
力营造良好环境，助企业恢复“元气”，让企业
做得大、发展得好。这样，才能真正“留得青
山、赢得未来”。 □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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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饱受体育场地之困的群众来说，最近有好消息传
来。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建设 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为今后一个时期破解“健
身去哪儿”提供了多项颇具操作性的“金点子”，对于更好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推动群众体育蓬勃开
展，具有重要意义。

眼下，国内全民健身热情日益高涨。然而，人们对健身
场地需求的爆发式增长，却暴露出相关地方健身设施总量
不足的尴尬。特别是对于群众“举步可就”的身边健身设施
投入不足，规划和用地保障亟需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我国体育场地设施数量面积大大增加，《体育
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努力实现到2020年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达到1.8平方米的目标，但这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仍
有较大差距。人均体育用地少，场地分布不够均匀，一个重要
原因是规划不充分。笔者调研发现，目前部分地区利用老旧
设施、仓储用房等改建健身设施存在政策不明确、程序繁杂等
突出问题。一些城市对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建设缺乏规划，
即便有了规划，也存在规划不明确、执行不到位等问题。

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不是面子工程，而是事关
人民健康、事关国家发展大计的里子工程、民心工程。单靠
体育部门管辖的公共资源，已难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
身需要。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具有长远眼光，加强部门联
动，特别是完善健身设施建设顶层设计，把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韩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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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司有关负责
人透露，为更好满足消费者的营养和健
康需求，我国将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简称《标签
通则》）进行修订，目前已进入官方征求
意见阶段。修订后的《标签通则》将强
制企业标示与全民营养健康相关的成
分，如糖、饱和脂肪酸等。在自愿性标
识中，鼓励企业对盐、糖和油的含量作
出声明，使用“中国居民膳食宝塔图形”

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核心信息等。
《标签通则》对食品生产企业具有很强的

指导性，企业不仅要遵循《标签通则》来保障食
品安全，而且还要尽量科学合理地搭配营养成

分，使之既富有营养又有利于健康。由于企
业并不缺乏营养学方面的人才，即使《标签通
则》广泛使用专业术语，在企业内部也不会产
生理解和推广障碍，现行的《标签通则》也的
确存在普通民众难以理解的专用术语，如“营
养素参考值”（NRV）、“修约值”等。

《标签通则》的最终服务对象是消费者，
在《标签通则》和消费者之间，企业发挥着中
间桥梁的作用，企业既有责任遵循《标签通
则》进行研发生产，也有义务为消费者做好

《标签通则》的“翻译”，将《标签通则》的相关
内容通俗地呈现出来。假如食品外包装上的
营养成分标示忽视消费者的习惯和接受能
力，直接照搬《标签通则》上的形式内容，对消

费者的指导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当前市面上的食品外包装上都印有营养

成分含量表，遗憾的是，含量表上的内容对于民
众都很抽象。比如以克和卡路里等单位标示的
成分，虽然数据很准确，却很难给消费者留下直
观印象，起不到普及知识和推广合理膳食的作
用，尤其当涉及质量、体积、能量等单位换算时，
食品营养标签的“食品说明书”作用更难发挥。

为了提高食品成分标示的亲民性，过去
也有企业进行过有益尝试。比如，健康中国行
动（2019-2030 年）提倡人均每日食盐摄入量
不高于5克，但5克究竟是多少？如何分配到
一日三餐的饮食当中，民众心里没底，更不知
如何操作。为此，有企业推出“限盐勺”，将抽

象的“多少克”，量化成具体的“几勺”，改动虽
小，但指导作用却显著增强。再如，“中国居民
膳食宝塔图形”等，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合理
膳食呈现在民众面前，吃什么、怎么吃，民众一
目了然。这样的成分标示和营养科普才算接
地气，容易赢得消费者的理解和认同。

此次修订《标签通则》的一项重要任务，
是规范企业标示食品营养成分的行为，通过提
示脂肪、糖和钠等含量，提高消费者的营养健
康意识，推动减盐、减油、减糖行动。期待修订
后的《标签通则》能够对企业产生更强的约束
力，提升企业在这方面的创新力度，通过更易
懂和实用的营养标示和饮食指导，让民众吃得
更安心、更健康。 □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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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网络，便可云游博物馆。近
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发起的全球博
物馆珍藏展示在线接力活动举行，16
个国家级博物馆的馆长在线介绍馆藏
特色珍品，累计吸引约 2 亿中外观众
在线“走进”文化宝库。当前，云上展
览、在线直播等已成为博物馆与公众
交流新方式。

云上展览
□文/周南 图/曹一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情感纽带，是人
类交流的主要工具，人类文明进化正
是借助语言的功能，才得以留存、传
承。作为人类繁衍进化的产物，不同
的民族会有不同的语言，而同一民族，
也会因特定地域而产生特有的乡音，
如汉语方言；又会因特定族群而产生
独特的族语，如客家话。这些不同的
语言一旦形成统一标码的声音指令，
就会以其强大的社会性反作用于社
会，成为一个民族的主要特征，成为别
样文明鲜活的特性，成为多彩文化鲜
明的特色，这种差异和多元，正是文明
生命力的象征和标志。

文化自信，我们底气从何而来？
就是上下五千年不间断的中华文明，
就是中华大地上留存的遗迹、陈列的
文物，就是书写在典籍中的文字、流布
在民间的民俗、存活在口头上的语
言。也就是说，文明并不抽象，而是具
体真实的存在；文化也并不高冷，而是
近在眼前，就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和言
谈举止中。身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陕北民谚”传承人，我长期研究方言
发现，九州方言千差万别，但都有小众
群体、大众格局共性。如信天游“一十
三省的女儿，就数兰花花好”，“一十三
省”并非简单数字，而是全中国、普天
下之义，这来源于元、明两朝中国均十
三行省的建置，可以说听见方言，就听
见了古代。陕北民谚“米脂婆姨绥德
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这“婆
姨”二字首先是外语，是印度语，是佛
教女居士之梵文音译，因武则天借礼
佛登基，上有所好，下必盛也，逢男多
尤婆塞，逢女多尤婆姨（唐《敦煌变文·

般若波罗蜜讲经文》），“婆
姨”藉此而进入语言，又因
唐武宗灭佛而淡出人们的
视线。感谢陕北方言孤岛
存活下“婆姨”这一词汇，
也就保留下了中华文明的
一抹色彩，从中我们可以
看到佛教在华的传播、兴
衰过程，看到中华文明的
构建过程。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办
2017 年还专门下发文件，
提出实施意见，因此语言
资源保护利用当为关键。

汉语作为世界第一大语种，是中华
民族的骄傲，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特
殊贡献。但中国作为崇尚大一统的国
度，一直有语同音的冲动，周有《雅言》，
两汉有《释名》《说文》，三国魏晋南北朝
有《声类》《韵集》《玉篇》，隋唐有《切
韵》，宋有《广韵》，明有官话，今有普通
话。在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
量衡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普通话在行
政作用下，强力吞噬方言阵地。好在
汉语一统天下与方言碎片化分布并存
状态还未彻底改变，而方言的这种多
点多元，折射的正是中华文明的多姿
多彩，汉语作为中华文明的名片，灿若
星河的唐诗宋词，妙为仙幻的书法金
石，美若天籁的京剧、昆曲、信天游等
民歌曲艺戏剧，成为中国给世界的一
大惊喜，所以珍惜祖先文化遗产，传承
发展汉语语言文化，不仅仅应成为传
承中华文明基因的一种自发，更应成为
一种文化安全的自觉。

面对全球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裹
挟，在大数据时代的今天，从世界范围
来讲，弱势语言让位给强势语言，已成
不可逆转趋势；从中国来讲，方言生态
环境严重破坏，保护方言迫在眉睫。
推广普通话不能与保护方言对立，更
不等于要消灭方言。好在现代科技的
发展，音频、视频的普及，让我们不会
再出现《诗经》十五国风民歌总集有文
无音的遗憾。档案局（馆）作为守护历
史、传承文明的职能部门，为方言建
档、留住祖先的声音，让后人知道我们
怎样、或曾经怎样说话，是档案人义不
容辞的历史使命。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

田青先生，在为《留住祖先的声音·陕北
方言成语 3000条》一书序中说，方言是
世界上最美的音乐，是一个人来到这个
世界最先听到的声音，也是离开这个世
界时最后呢喃的声音。方言是有感情、
有温度的，唐代诗人贺知章“少小离家
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的千古绝唱，
不知让多少人唏嘘不已，早已成为中国
人难以释怀的永远乡愁。

陕西省政府审时度势，2016年由
省政府办行文下发了《关于支持开展方
言语音建档工作的通知》，陕西省档案
局（馆）组织全省各级国家档案馆，举全
省档案之力，在各县区政府特别是财
政、文化、教育等部门支持下，在方言、
普通话专家的学术指导下，历时三年，
将陕西 107县区，生于斯长于斯的陕人
方言取样存照，完成了陕西省以县（区）
为单元的方言语音建档工作，为扩大宣
传利用效果，现将已形成的 1000多兆
方言语音建档音频、视频和文本档案汇
总，形成 130多兆音频、750多万字，既
能看又能听的《陕西方言集成》丛书，由
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共分西
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杨凌韩城、延
安、榆林、汉中、安康、商洛十卷，每卷以
县（区）分为不同单元，各县（区）除以县
城为定点采录方言音视频外，还增设如
西安回民坊方言、陕南一些外来语布
点，从总论、语音、语法、词汇方面立体
展示了陕西地域方言风貌，还通过对以
方言为载体的民间歌舞、戏剧、曲艺的
经典记录，展现陕西丰富个性的文化魅
力。作为奉献给三秦父老乡亲的一份
厚礼，《陕西方言集成》不但对地方语言
保护、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重大，还将对普通话推广、语言规范化
服务发挥积极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离
不开与文化互为培养基的语言，方言作
为汉语的独特表现形式，在语言文化、
语言学中地位独特，放在中华五千年文
明谱系中考量，中国人从哪里来、到哪
里去，方言就是基因密码；中华文明内
涵特质和价值取向，方言就是文化解
码。保留下方言，就等于保留下了打开
中华文明奥妙之门的钥匙，从这个意义
上讲，《陕西方言集成》的出版发行，是
档案人为历史负责、为社会负责、为大
众负责的担当，是档案服务大局、服务
陕西、服务民生的可喜成果。□王建领

——为《陕西方言集成》序

听老陕怎样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