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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辅导
没那么香

闯就业关，有捷径吗？
面试辅导成了一门生意， 一些个人

或求职机构打出“资深 HR”“过来人”付
费辅导的口号，动辄几百元、几千元甚至
上万元的收费，效果却不尽相同。

付费面试辅导香不香？答案各异。有
人愿意“花钱换时间”，在求职前来一场
“紧急补课”；有人大呼上当，花几千元收
获一堆“鸡肋”建议，还没能通过面试。 花
钱辅导到底值不值？ 这个问题很难有标
准答案。 毕竟求职者的情况千差万别，辅
导者的水平参差，辅导市场良莠不齐。

但另一个问题却“有解”———就业没
有捷径、职业发展没有捷径。 靠实力说话
才是职场常态， 在多数情况下， 专业能
力、 个人素质以及过往经历与岗位的匹
配程度等，才是就业闯关成败的关键。 这
不是说不需要面试技巧， 但绝不能本末
倒置。 那些买来的面试技巧和经验，最终
也只有内化为自身的能力， 才能真正助
益于求职。 所以，对求职者来说，与其把
精力花在找一家靠谱的辅导机构上，不
如早做功课、多下功夫，以便在求职时拿
出满格状态、最佳水准。 把视野打开，如
果想要积攒经验、 历练技巧， 借力朋友
圈、社交平台寻找面试“搭子”也是不错
的选择。 ①2 （张冬梅）

一个地方、一座城市要想吸引人，不
可能仅仅通过发布几则笔记、 听取几个
网友的意见就可以实现， 关键在于平时
的厚积薄发。

———这个冬天的“尔滨”，就像一阵旋
风，点燃了南方人的冰雪游热情，也让其他
一些城市看到了出圈破壁的希望。为此，一
些城市的旅游部门甚至文旅负责人直接在
社交媒体上与网友互动起来， 亲自下场招
徕游客。 网友将这种操作唤作“听劝式推
销”。 日常夯实服务根基，同时通过多种渠
道听取游客的真实声音，有则改之，无则加
勉，如此，一地的旅游业才能由短暂的“网
红”变成持久的“长红”。 新京报如此评论。

每一幢古建都是一段“独家记忆”，
活化利用必须尊重其自身特点， 拿出绣
花功夫“量体裁衣”。

———文物古建是宝贵的不可再生资
源，精心保护是必须的。 什么才是好的保
护？ 活起来、用起来、火起来，与时俱进赋
予其新的内涵，可能是更好的破题方向。
古建活化并非易事，面临流程报批、资金
投入、投资回报等现实问题。 在明确保护
利用边界的基础上， 开动脑筋、 积极扶
持，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才能更
可持续地为那些斑驳时光沧桑砖瓦注入
鲜活生机。 北京日报如此评论。 ①2

电视剧《繁花》备受关注，该
剧收官之后，有关的讨论依然在
社交平台广泛拓展，引发许多观
众对“老上海”的追忆。 不仅如
此，其影响力已经由线上的观看
和讨论，延伸到线下的探索与追
溯，汤泡饭、排骨年糕等上海传
统小吃在美食平台上纷纷爆单，
故事发生地“黄河路”也成为热
门打卡地。

作为 2024年年初最具热度
的剧集，《繁花》 的出现看似偶
然，实则有其必然性。自 2022年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倡导影
视剧发展减量提质、降本增效以
来，剧集的粗放式创作、跟风扎
堆式创作逐步减少，剧集创作逐
渐走向理性成熟，质量驱动成为
主流。《繁花》等高口碑的剧集可
被视为政策调整产生的实效。同
时，也应当看到，《繁花》的播出
是电视剧领域在长期艺术积累
的基础上突破创新的表现，代表
着剧集创作的一种新趋势。

就剧集鲜明的个人风格而
言，《繁花》不是孤例。 回顾 2023
年的剧集市场，《漫长的季节》
《平原上的摩西》《欢颜》《装腔启
示录》《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等一批剧集，在视听风格、叙事
美学和价值传达上，都区别于同
类型的其他作品，带有主创人员
尤其是导演个人的独特风格。这
些作品的导演有相当一部分是
从电影领域转战剧集市场的。在

他们的推动下，电影和电视之间
的壁垒被打破，剧集的叙事和语
言具有了明显的电影化倾向，形
成一个有别于网台剧的特殊品
类，《繁花》代表了这类剧集在艺
术上的新高度。

在叙事层面，这类剧集更加
注重氛围的营造和情绪的渲染，
讲究人物内心的开掘和意识的
流动。《繁花》当中，黄河路的霓
虹和进贤路的暖色，无不洋溢着
属于那个时代的激情与温情。 大
量来无影去无踪的片段式故事
中，流淌着人物之间暧昧又微妙
的情感。《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
光》打破线性叙事的常规，回忆、
幻象等心理时空与日常生活的
现实时空交织，用诗意化的视听
语言呈现了女主人公从童年、少
女再到青春期的心理冲突，青春
情绪和生长疼痛取代情节成为
表达的重点。 在视听语言上，这
类剧集更加注重打造电影的质
感。《繁花》开头宝总遭遇车祸的
场面，用夸张的快切镜头表现宝
总被撞飞后天旋地转的感觉和
众人的惊慌忙乱，营造出紧张的
氛围。 而《平原上的摩西》则用较
多的长镜头来追踪人物在不同
空间中的连续行动， 呈现 20 世
纪 90 年代北方城市的
气息。 在类型上，这类剧
集也在尝试进行多元化
的探索。《欢颜》为革命
历史题材剧注入了浪漫

主义公路片和谍战片的元素，以
黑色幽默的风格表现特定时代
下小人物的热血和理想。《漫长
的季节》避开案件细节和侦查的
技术与过程，着力描绘东北温暖
明丽的秋天和小人物的生活日
常，传达“往前看，别回头”的勇
气和希望。

以《繁花》为代表的这类剧
集为国产剧带来了新的美学趣
味，意味着电视剧不再是一种单
纯提供消遣的娱乐品，而是成为
作者自我表达的作品。它们提高
了受众的审美心理阈值，拓宽了
剧集表达的边界，具有鲜明的创
新性。 不可否认，这类剧集在表
达上不设限制、充满无限可能性
的特征，也带来了一定的观剧门
槛。将自带“小众”气息的这类剧
集投放市场，无论是对平台还是
对作者而言，都意味着一种冒险
和尝试，也并不是都能像《繁花》
一样掀起收视和讨论的热潮，但
这样的探索同样值得尊重和鼓
励。 假以时日，或许会有更多的
剧集在主创者的自我表达和观
众的普遍审美趣味之间找到交
汇点， 获得更广泛的接受和认
同。“繁花”开后，百花争艳，相信
《繁花》不会成为“孤品”。 ①2

“繁花”开后 期待百花争艳
□吕珍珍

原价 1980 元的“五粮液”，
直播间只卖 298 元；798 元两
瓶的贵州匠工秘酱， 专属福利
价 299 元， 还送一套十二生肖
酒具；市场上卖 1388 元的大红
袍茶叶，直播间下单，到手 4 盒
茶礼和整套高端茶具只要 268
元……近日， 记者观察直播间
发现， 一些主播将所有商品原
价和直播专属价对比越来越夸
张， 而在主播的极力渲染和比
价刺激下， 不少观众会激情下
单， 很多商品也有一个不错的
销量。

直播间的专属价或福利价
没有最低， 只有更低。 一众主
播们通过悬殊的纵向价差（与
自己比） 或横向价差（与其他
商家比），营造一种真心为“家
人们”好的让利大酬宾氛围，让
很多消费者以为捡到了大便
宜。 而实际上， 直播专属低价
可能只是一种人为制造的假
象， 馅饼可能是陷阱， 大便宜
可能是大忽悠。

价格法规定： 经营者不得
有“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
的价格手段， 诱骗消费者或者
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等
不正当价格行为。 市场监管总
局制定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
格欺诈规定》则明确：经营者在
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进行
价格比较的， 标明的被比较价
格信息应当真实准确； 经营者
没有合理理由，不得在折价、减
价前临时显著提高标示价格并
作为折价、减价计算基准；经营
者不得采用无依据或者无从比
较的价格，作为折价、减价的计
算基准或者被比较价格； 经营
者不得通过虚假折价、 减价或
者价格比较等方式销售商品或
者提供服务。

反观直播间， 一些主播提
供的所谓原价是虚构的、
严重注水的、 临时加码
的，只是一个用于比较的
价格幌子，根本就没有执
行过，或根本就没有以原

价成交过， 虚高的原价与商品
的价值也不符， 违背了市场价
值规律。 以这样的原价为基准，
为参照，给出砍到“脚脖子”的
直播专属价， 本质上是一种价
格欺诈行为。 还有一些主播发
布不实的样品展示信息， 以低
质低价商品冒充宣传品， 则涉
嫌虚假宣传、质量违法。

直播间的“脚脖子价”不能
跌破法律底线， 相关部门应进
一步完善监督管理机制， 明确
直播间比价、 打折促销的禁止
情形，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同
时，消费者也应对直播间的“脚
脖子价”多一分警惕意识，多一
分理性，切忌盲目冲动下单。 消
费者如遭遇价格欺诈行为，应
及时通过投诉举报或起诉等手
段维权。 ①2

说说直播间的“脚脖子价”
□李英锋

走笔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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