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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人需要帮助时， 大家
搭把手、出份力，社会将变得更
加美好。在城市，志愿者们忙碌
在地铁公交、小区街巷、商超市
场等场所；在乡村，乡亲们穿起
红马甲，搞卫生、做绿化、值勤
值班、 助老助残。 在中华大地
上， 志愿服务以无数微光汇聚
时代暖流，涵养主流价值、培育
文明新风， 彰显了社会文明的
温度和高度。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
步的重要标志，是加强精神文
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广大
志愿者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走进社区、
走进乡村、走进基层，为他人
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充分
彰显理想信念、 爱心善意、责
任担当， 成为人民有信仰、国
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生动
体现。

志愿精神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一脉相承，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中华民
族自古以来就有助人为乐的
优秀传统文化，“奉献、 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温暖
着、激励着每个人。近年来，随

着文明实践、文明培育、文明
创建工作持续全面深入推进，
我国志愿服务蓬勃发展，志愿
者队伍迅速壮大。 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 2022 年底，我国注册
志愿者已超过 2.3 亿人， 志愿
队伍总数达 135 万个，志愿项
目总数 1010 万个， 记录志愿
服务时间超过 52 亿小时。 截
至今年 1 月，全国城乡社区综
合服务设施志愿服务站点覆
盖率整体已超过 80%。 广大志
愿者学雷锋、树新风，在服务
社会、助人为乐、爱岗敬业中
提升人生境界，成为一道道亮
丽的风景线。

志愿服务传递爱心、 传播
文明，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
进步。 在脱贫攻坚战场上，在新
冠疫情防控一线，在地震、泥石
流、山火等自然灾害面前，在扶
弱助残、教育文化、科技卫生、
法律援助、应急救助等领域，广
大志愿者积极服务国家战略，
服务百姓民生，融入社会治理；
在冬奥会等体育运动和文艺活
动的台前幕后， 志愿者热情参
与、真情奉献，提供细致、周到
的服务，积极传播中华文化、讲
好中国故事， 用青春的激情打

造最美的“中国名片”。
志愿服务播撒凡人善举的

种子， 让文明之花处处绽放，让
志愿精神成为时代新风。志愿服
务已经深入我国经济、 社会、文
化、 生态文明建设方方面面，成
为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新兴
力量。

新时代志愿服务使命更加
重大、舞台更加宽广。随着志愿
服务制度化、社会化、专业化不
断推进， 社会各界纷纷投身志
愿服务， 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多样化需求中送温暖、献爱心，
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树新风、育新人，在推进社会文
明创建中扬正气、促和谐。加大
力度推进志愿服务管理专业
化、规范化、制度化，优化参与
志愿服务的平台渠道， 持续提
高志愿服务精细化水平， 进一
步完善志愿服务保障激励机
制， 就能推动我国志愿服务事
业持续健康发展， 为推动社会
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①2

志愿服务，温暖的力量
□谢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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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小食堂”，服务“大民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民政部联合

发布通知，要求社区配建食堂。 社区食堂
的公益属性，洋溢着浓浓的“民生味道”。
《河南日报》对此作出评论，找到营利与公
益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让社区居民满
意，才能真正守护好社区居民“舌尖上的
幸福”。

ChatGPT 再火， 也只是人类大脑的
延伸。

———近日， 关于 ChatGPT（一款 AI
语言模型） 的多个话题冲上热搜。 Chat-
GPT 的出现，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南方网
对此作出评论，其实，无论什么人工智能，
都是被人使用的工具。它们可以使人的工
作更高效， 但却难以完全代替人类的创
造，应该扬其长避其短，使其在伦理的框
架下为人类服务。

职场的“35 岁中年危机”提前了。
———正值春招，很多求职者发现一些

企业将 30 岁作为招聘年龄上限。 人民网
对此作出评论，这样的用人导向，很容易
陷入产业、用工“内卷”恶性循环。 这种年
龄歧视有失公平，更涉嫌违反劳动法。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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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文旅开发
需要形神兼备

日前， 位于上海闵行区浦江镇的召稼
楼古镇宣布停止景区旅游服务功能， 逐步
取消其余配套服务功能，谢绝游客，进行

“闭门改造”。
近年来， 类似的古镇升级改造不算少

见。 放眼各地如火如荼进行的古镇改造，
总是无法绕开文旅开发的通病，一是高度
同质化，二是过度商业化。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旅开发天
然就跟商业紧密相连， 景区发展也离不开
商业化运作。 但过度消费景区资源， 终究
会对景区文化的完整性造成破坏。俗话说，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古镇开发还是要
以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为根基。 失去了文
化根基， 古镇开发最终只能沦为徒有形式
的空架子。 由此可见， 保护性开发是古镇
开发改造的基本前提。

一方面，“面子” 要建设好。 对于召稼
楼这样的人文底蕴厚实的古镇而言， 如何
配置基础设施、如何将之与客流量相匹配
等问题，需要通盘考虑，做好更具整体性和
长远性的规划。 另一方面，“里子” 也要筑
牢。 要筑牢里子，既要留住文化之根，也要
做好原住民安置工作。

形神兼备， 才是古镇文旅开发的应有
之义。 只有充分平衡好人文与商业、 传承
与创新的关系，才能为古镇旅游消费市场
撬动更多的增量， 为实现古镇旅游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更多支持。 ①2 （付迎红）

最近一段时间 ，“6 块糖
466 元”事件持续发酵。 据媒体
报道， 一位消费者在重庆某景
区一家糖果店选购牛乳派，6
块糖总价高达 466 元。 面对公
众质疑， 商家辩称， 产品用料
好，而且景区门店租金高，导致
成本高，并强调自己已经“明码
标价”，“顾客如果对价格有异
议，少要一点也没关系”。

“4 个菜 1500 元”，“128 元
一个橙子”，再加上“6 块糖 466
元”， 网友纷纷惊呼：“价格刺
客”又来了。 真正激怒网友、刺
激舆情的，是商家“明码标价”
的声明，“甩锅”之意昭然若揭。

按照商家的逻辑， 明码标
价就是一张“护身符”，似乎只
要商家明码标价了， 如果消费
者仍然愿意购买， 那么就属于

“愿者上钩”、 一个愿打一个愿
挨，并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如果
消费者觉得价格过高， 不买就
行了。

对于一般商品， 商家确实
可以自主定价。 价格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经营者明码标

价， 并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
售商品。 如此对照，商家似乎确
实没有违法之嫌， 就算明码标
天价，也对其奈何不得。

价格， 是消费者购买决策
中重要的信息之一。 只有每件
商品都有公开标示的价格，才
谈得上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
优劣比较也才有操作的基础，
也才谈得上公平诚信交易。 当
然， 这也是减少价格欺诈的重
要手段。

不过， 前提是公开标示的
商品价格是合理的， 是可以作
为价值比较基准的。 如果商品
或服务所标示的价格是天价，
或者性价比明显不合理， 最后
的成交价格都需要通过私下再
博弈， 那么有标价约等于没标
价。 消费者如果有意购买，或者
按标价购买，或者讨价还价，无
论产生的事实是前者还是后
者，都是消费者利益受损。 由于
买卖双方对商品或服务相关信
息的掌握本就不对称， 消费者
自然难逃价格欺诈陷阱。

吊诡的是，这种所谓的“明
码标价”竟然给了一些商家“守
法经营”的底气和免责的自信。
显而易见，制度意义上的“明码
标价”被利用了。 原本是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的明码标价，在现
实中却屡屡成为一些商家（涉
嫌）欺诈的挡箭牌，这也正是引
起消费者强烈不适之处。在中消
协公布的 2022 年十大消费维权
舆情热点中，“‘价格刺客’ 有违
明码标价诚信原则”话题的社会
影响力高居首位。

显然， 比明码标价更重要
的，是明码实价。不过，实价到底
应该是多少，价格几何才与商品
或服务的价值相称，确定起来的
确是件难事。 同样一块糖，从普
通街边小店“漂流”至热门景区
门店， 要溢价多少才算合理，不
能一概而论。 对于监管部门来
说， 只要对具体价格进行“指
导”， 就难免陷入松紧失度的困
窘中；针对个案的“以儆效尤”，
其震慑力也总有波及不到之处，
那么，如何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
费、安安心心花钱呢？

随着“平台化”成为越来越
多的商家的生存方式之一，消
费者点评的力量也愈加凸显。
相信消费者“用脚投票”的压力
能够快速传导至商家， 让其重
新反思自己的定价“策略”。 监
管部门也不妨多按图索骥，共
同推动形成市场上“明码实价”
的良好风气。 ①2

明码标价，更要明码实价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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