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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热点 话题

户口簿“再婚”能否改“已婚”
不止一字之差

瞭望塔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评论员 韩静

唱好文旅大戏，光有“小作文”还不够

减免景点门票、降低酒店和摆渡车价格、饭店小摊不宰客，游客自然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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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爆火之后，各地文旅局
开始花式整活儿了！山东文旅在
线喊麦，幽默自称姓“东”；山西、河
北等省“杠”上了，熬夜比赛发宣传
视频，争当卷王；江西、吉林、四川
等省连夜邀人，邀请名人明星在线
宣传。各地网友为助力家乡出圈，
也自发当起网络监工，呼吁当地文
旅部门“开卷”，吆喝引客。

各地文旅局争当卷王的热闹
景象，既表明越来越多的文旅部门
肯放下身段“蹭热点”，以亲切的形
象自我营销、追求出圈，也体现了
各地职能部门主动作为、积极迎客
的进取之心。在“一切皆可文旅，
文旅赋能一切”的当下，网友纷纷
献计献策、助力文旅宣传上分，其
实是在以主人翁的情怀催促家乡

“卷事业”；年度文旅大戏参演人员
越来越多，折射了各地政府借“尔
滨之火”发展经济的迫切心态。

不过，发展的心可以急切，发
展的路必须走得稳当。近期，各地
文旅大同小异的营销方案、紧锣密
鼓的宣传视频、花样百出的隔空对
话连番轰炸，让人一时看花了眼，
也有“卷过头”的嫌疑。文旅官方
短视频账号一天更新几十条视频，
且不说电脑和剪辑师的工作量超
载，试问有多少网友能够耐心地看
完每个视频？如果把“小作文”当作
任务完成，着急赶工宣传视频，文字
和画面难免粗糙。风格千篇一律、
地方特色不突出、服务亮点没展现，
难免给人留下浮躁的印象。

文旅局“开卷”是好事，但不能
卷错了重点、卷错了方向。哈尔滨
此次爆火，固然有流量加持，但归
根到底卷的是掏家底式的“滨”至

如归，拼的是暖人心的服务与创
新。比如挂起人造月亮、支持游客
在索菲亚大教堂前拍张美美的照
片，满足了游客的打卡需求；鄂温
克人带着驯鹿走进中央大街，“中
国最后一支驯鹿部落”的魅力让游
客称奇；烤地瓜搭配勺子、冻梨开
始摆盘、豆腐脑出甜口，尊重各地
游客的生活习惯；提供免费热水、
行李暂存等便民服务，解除了外地
游客的后顾之忧……游客愿意用
脚投票、用心推荐，靠的不是铺天
盖地的自卖自夸，而是城市旅游管
理中的细节。这种细节才更打动
人，更值得卷。

叫好不一定叫座，线上流量不
一定能转化为线下客流量，并不是
说城市文旅宣传不重要，但要唱好

文旅大戏，显然不能单靠“小作文”
发力。要创新宣传方式，更要把精
力卷在改善服务细节、减少收费项
目、美化旅游环境上。想要当卷王
也许很简单，减免景点门票、降低
酒店和摆渡车价格、饭店小摊不宰
客，游客自然心动，宣传收效或许
更加明显。旅游品质的小改善、旅
游消费的小实惠带来的口碑，一定
不亚于“小作文”。

年度文旅唱的是恢宏大戏，比
拼的其实是唱念做打的基本功。
一夜爆火的城市毕竟是少数，但用
真诚和细节留住顾客的心，是每个
城市都可以印证的定律。拼嘴上
功夫，不是真的卷，在提升游客体
验上下绣花功夫，才是真的拼。
据《北京晚报》

南方都市报：
开映半小时可退电

影票，值得“全国推广”吗？
近日，湖南长沙部分影院陆续上

线了自助退票机，在电影开场半个小
时内可自助选择退票。同时，观众因
为影院环境不佳或电影质量未达预
期，也可以申请退还票款。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看，不
满意就退票的模式迈出富有新意的
一步。这意味着过去看到“烂片”只
能回去默默用影评“反击”的观众，现
在无需再看完全程；遇上嘈杂不适的
观影环境，也不必再为不满意的影院
服务买单。而对于电影行业来说，这
也在倒逼行业拼质量，为电影评价提
供一个新的尺度。目前来看还只限
于“特定影院、特定影片”，未来是否
能大面积推广，还有待观察。其实，
电影评分也好，退票率也好，说到底
还是一个与商业利益挂钩的数字。
如果推广观影售后服务，是否将退票
率公布常态化，仍是一个需要慎重考
虑的问题。

澎湃新闻：
逆行怎么可能是

“最优”的送餐路线？
来自上海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

一则投诉显示，骑手的逆行行为另有
原因：外卖平台系统规划好的取餐送
餐路线就有逆行路线，并且，限定了
送餐时间，让骑手不得不按照逆行的
路线来行驶，以保证准时送餐。

从现实来看，由逆行带来的交通
安全隐患绝不容低估。相关统计显
示，通过对交通事故分析发现，送餐
电动车闯红灯、走机动车道和逆向行
驶3种交通违法行为非常突出，共占
到引发交通事故违法总数的 78.3%。
很显然，引导骑手逆行所提升的送餐
效率，是以放大骑手和公共交通安全
风险隐患为代价的。孰轻孰重，平台
不该犯糊涂。相比违法的“捷径”和
风险重重的“最优路线”，永远行驶在
合法和风险可控之路上，才是值得倡
导和坚持的。

经济日报：
电视开机率跌至

30%，破解“开机困局”
需找准痛点

“电视开机率跌至30%”话题近日
引发关注讨论，不少人将大屏电视的

“没落”归因于小屏手机的冲击。其
实，与其“甩锅”给小屏，不如正视电视
生态存在的不足，提升用户体验感。

移动互联技术深度改变了人们
的娱乐、观影习惯，而面对新兴业态
的挑战，电视相关企业不仅在内容供
给上树起壁垒，在电视盒子等硬件配
套上还提高了使用门槛，为消费者制
造了许多不便。“套娃式”的层层收费
让人诟病，内容生态不丰富、多场景
社交不完善、设备操作不灵敏等也是
智能电视使用的痛点。如何让开机
率止跌反弹，关键在于回归用户需
求，开发最优应用场景、配套最佳服
务体系、提供最快触达路径，在小屏
无法替代的领域实现开机率回升。

据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消息，针
对网民关于“户口簿婚姻状态栏再婚
是否可以变更为已婚”的留言，湖南醴
陵市互联网宣传与管理办公室1月10
日回复称，当事人如确实系再婚，按照
实事求是的原则，户籍信息应当登记
为“再婚”。（1月16日澎湃新闻）

当地有关部门的回答很明确：不
能将“再婚”变更为“已婚”。户口簿是
公民重要的身份证明文件，承载的信
息具有法律效力，必然要真实客观。
而且，出于对事实的尊重和对婚姻双
方权利的维护，户籍信息登记也应更

加准确有效。“再婚”与“已婚”一字之
差，直观体现了这层意义。

不过，户口簿不只用于结婚登记，
婚姻状况也属于个人隐私，贴上“再
婚”的标签，无异于向许多无关人士公
布个人的婚姻过往，这确实存在争议。

事实上，很多人纠结这一字之差，就
是担心“再婚”的影响。毕竟“再婚”意味
着曾经离婚，而离婚往往被视为一种“污
点”，在某些情况下，离异人士会被另眼
看待，甚至会连累家人也遭受不公平的
待遇。这种影响带来羞耻感和歧视，也
带来对户口簿上一个字的“耿耿于怀”。

相爱容易相处难，解除婚姻关系
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家庭矛盾无法
调和，有的是夫妻感情不和睦，有的是
现实情况难以为继，不能一概而论。
更何况，对于部分遭遇家庭暴力的离
异人士，离婚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和自
救？种种对于婚姻状况的歧视，是一
种荒谬且过时的观念。户籍信息为了
便于收集和管理需要一定的分类标

签，可人们的成见却不能标签化。
有人指出，户口簿上不仅要如实

写明再婚，还要区分初婚、二婚、三
婚。这或许是出于对隐瞒婚史骗彩礼
的考虑，但过犹不及，太过细致还可能
涉及“采集过度、隐私侵犯”。眼下，

“已婚、再婚、未婚”是一种相对合理且
边界分明的证明方式，如果需要调整，
也要严谨一些。

2021 年 3 月，武汉市公安局曾回
复称，按照“婚姻状况”国标字典的设
计，“初婚、再婚、复婚”均属于“已婚”
状态，公安机关在系统录入时，应按照
公民实际情况填写，但在出具户口簿
时，应打印为“已婚”。这等于说，将具
体婚姻状况归为“内部”掌握，似乎是
一个解决办法。但其前提依然是，在
结婚登记时应该提前明确告知双方，
才不会变成另一种“隐瞒”。

“再婚”与“已婚”之间一字之差，横
陈着陈旧观念和歧视，先将其破除，再
讨论弥合、做出调整，或许更加稳妥。

游客在哈尔滨中央大街自拍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