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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淘票票电影与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推
出“预约放映”服务，用户只需在淘票票手机软件预约界
面上选座付款，邀请好友“拼团”或等待相应场次预约人
数达到要求即可解锁“拼团看电影”，此项服务一经推出，
便在观影圈引起了热议。

早在2022年，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便在小范围内
尝试推出，拿出具有版权的“旧电影”复映，不仅让参与活
动的影院在冷档期增加活动人气，也让曾经错过观影和
具有怀旧情怀的观众过了一把瘾。

而在去年，中影公司通过线上平台再次推出为期一
月的预约放映服务，范围也扩大至中影、上影、万达、横
店、CGV、UME 六家影院管理公司的全国 1500 余家影
院。如今预约放映再次上线，不少人认为此项服务将在
未来成为观影新潮流，但在看见荧幕创新的同时，我们更
应看清荧屏背后隐藏的危机。

“预约观影”服务的上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影院和
观众带来了正面影响，但其本质上还是影院为解决非大片
上映日，影院上座率低困境的破局尝试。上座率低、影院
闲置现已成为影院经营的显著问题，从今年的上影节“电
影发行新生态”主题论坛信息来看：目前国内影院平均上
座率仅为9.5%，不到2015年一半。由此来看，“拼团看电

影”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然而预约放映能否越走越远，影
院能否凭借“创新拼团”盘活经营还需我们再度拷问。

从以往影院观影人数多、复看频率高、观影时间段分
散到如今影院观影人数少、复看频率低、观影时间段集
中，现象出现的背后是众多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而观众
是否前来影院观影主要取决于观影的时间经济成本、电
影的内容质量以及观影的氛围体验。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及视频平台的爆火，使得人们观影
方式从以往单一的影院观影改变为多元的移动设备观影。

因此，如果影院仅是进行表面的形式创新，只关注推
出预约放映这样的新服务产品，而忽视了观众观影的内
心诉求，恐怕“拼”到最后荧屏创新只能走向落幕。虽然
通过推出“拼团看电影”这样的新服务产品，影院实现了
观影方式的创新，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观众定制观影
的需求，提升了沉浸式观影的体验感。但“拼团观影”仍
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支持预约放映的城市及影院相对局限。目前预约
观影服务虽然逐渐成熟，但支持的地区和影院大多仍为一线
城市和少部分二线城市，其他地区观众甚至对“拼团观影”不
了解。这也进一步限制了“拼团看电影”的创新发展。二是
支持预约放映的影片数量和场次仍然有限。即便在支持预

约的地区和影院，可供观众“拼团”的影片以及场次也比较有
限。三是预约放映影片上映的意见表达上观众受限。虽然

“拼团观影”让观众拥有了一定的“影片放映权”，但这种权力
限制于软件所既定呈现的影片中，观众在影片的“成团选择”
上仍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在该项服务中更好表达自身意见。

对于影院而言，增强自身竞争力，让“拼团看电影”真
正走长走远，还需从用户思维转变、氛围体验打造、观众
深度互动等角度着力。

首先，影院应当以推出预约放映这样的新服务产品
为契机，提供“以人为本”的影院服务。其次，通过进一步
打造预约放映服务的氛围体验细节，增强“拼团观影”的
特殊性和沉浸感。最后，进一步优化预约放映服务的用
户交流和意见反馈功能。

了解清楚观众在想什么，要什么，“新”服务才能做的
好，给的对。当影院真正走出经营舒适区，能为观众提供
交互性、沉浸式、高质量的电影体验，到时哪怕不用“拼”，
影院应当也不会再有缺“油”发车的烦恼了。

“拼团看电影”：是荧幕创新还是无奈之举？
□ 王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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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每到大学录取季，大学录取通知书总能
成为一个关注点。为了让本校的录取通知书更吸引
人，不少高校绞尽脑汁，尽一切可能把录取通知书做
得更新颖更有亲和力，利用通知书传递学校的办学理
念、人文精神、价值追求，借此帮助新生或多或少地
植入一些所属大学倡导的观念，以达到传承“基因”
的目的。

近些年，大学录取通知书越来越受重视，几乎成
为各校之间比拼实力的一个平台。不过，既要看到对
通知书高度重视的积极意义，也要防止过度重视可能
导致的“跑偏”。毕竟，这仅是一个“通知书”而已，
要谨防对大学录取通知书“过于关注”的倾向，还是
应让大学录取通知书回归本源，不要过于“炒作”录
取通知书。

正所谓，大学之大，并不仅在于有多少高楼大
厦，应该更多地体现在大学的包容精神和深厚的校园
文化中，体现在追求真理和大学的精神内涵上。而如
何让新生逐渐了解大学的真正涵义，仅靠一张小小的
录取通知书显然无法做到。事实也早已证明，办学毕
竟不同于商业营销，最终提升高校形象的并非广告宣
传，而是学校的学术和教学水平。

即使放眼世界，也没见过世界上有哪所名校，是
靠精美的录取通知书，更不是过度包装的录取通知书
宣传。因此，过于炒作大学录取通知书，实在没有必
要，也大可不必，这是方向性问题。还是该把更多精
力放在办学上。无论通知书多么精美、多么吸引人，
高校为新生提供一个更有利于学习和生活的环境，才
是根本。

把大学录取通知书做得精细一些、吸引人一些，
本无可厚非，但大学不是“秀场”，而是思想和精神的
一个重要发源地。对于新生来说，首先弄懂什么是大
学、上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大学的理念和精神是什
么，这些才显得更重要。

过于关注“大学录取通知书”

不可取
□ 刘天放

近日，各大高校录取通
知书纷纷“开箱”。其中，
有的录取通知书主打“浪

漫”，有的主打“内涵”，还有的采用国家级非
遗潞绸作为封面，所谓“一纸千年”，更有高校
的录取通知书是“伴手礼暗藏珍珠”：“杏”而
有你，有你“珍蚌”……

水是万物之源，也是农村的灵气所在。近几年，我
市积极推进农村黑臭水体系统治理，86条农村黑臭水
体，到去年底，已完成治理任务44条，还有42条有待于
今明年治理完成。

黑臭水体是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是群
众身边的痛点和堵点，关乎着他们的美好生活和幸福
人生。以生活污水为例，我市农村房屋多为自建房，居
民生活污水排放方式各异，有的就地泼洒，使其自然蒸
发或渗入土壤；有的就近排放，通过明沟或暗渠进入溪
流、江河及湖泊。此外，还有畜禽养殖废水、水产养殖
尾水，工业废水和服务业废水等。水质成分复杂，对处
理技术要求高，也给处理带来了难度。

毋庸讳言，我市农村污水能进入城镇管网集中处
理的污水占比少，我们可考虑从农户源头实行分类处
理，达标后再外排。比如，农村生活污水可粗分为“黑
水”和“灰水”两类，前者指厕所粪污水，占比相对较低，
主要污染物指标高，威胁人体健康；后者指厨房用水、
洗涤用水等，主要污染物指标相对较低。我们要重点
治理“黑水”，统筹治理“灰水”，让农村水生态不断向
好，切实提升农民人居环境。

作为农业大市，我市村庄形态多样，污水治理模式
也不应千篇一律。针对人口相对集中、管网建设较为
完善的建制镇。可采用纳入城镇污水管网治理模式；

针对人口较多且集中分布、距离集镇较远的村组，可采
用联户治理模式，对一些人口相对较少的偏远村庄，可
采用单户治理模式，主要以改厕为主。要采用因地制
宜、经济适用的方式，建设污水处理设施。让广大农村
不仅建得起也用得起，从而长期受益。

在推动河湖长制向村级延伸的同时，我们要对农村
黑臭水体中淤积严重的河道、湖泊等开展清淤疏浚，清理
淤积底泥，为碧水清流腾出一方空间。要下功夫打造水
系连通渠道，开发源头活水。我们还要因地制宜“一水一
策”科学栽植水生经济作物，放养鱼、虾、蚌、螺等，推动农
村水体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确保唤回一泓清水。

虽然，我市已完成治理任务黑臭水体44条，但成效
是否稳固，若管控措施减弱是否会出现反复，是否做到
了标本兼治，我们还要回头看。以群众的实际满意度
为目标导向，做好农村黑臭水体信息公开和公众监督，
确保取得整治实效。

现今，治理蓝图已经绘就，完成时间目标已确定，
关键在于抓好落实。我们要发挥政府主导治理作用，
要监督农村相关污染企业承担起治理责任，还要鼓励
村民日常参与治理和管护，从政府主体到市场责任再
到群众个体，每一环节、每一步骤都发挥好其应有的作
用和功效。以此层层落实推进，常抓不懈，形成长效机
制，我们就能发力“消黑”，唤回农村一泓清水。

发力“消黑” 唤回农村一泓清水
□ 潘天庆

6月底，市环委
会办公室正式印发
《关于开展农村黑臭
水体治理三年行
动 进一步推进农
村环境整治重点工
作的通知》，到明年
底全面消除农村黑
臭水体，到2026年
全市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率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安庆日
报》7月11日）

近日，四川省发改委向各市（州）发改
委、省管旅游景区发布了《关于加强景区价
格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集中回应了当下
旅游市场中的一些“痛点”问题。其中一条
表述尤为引人注目，“从严核定配套停车场
到景区大门交通服务价格，有效遏制景区不
合理外移游客接待中心、配套停车场，增加
游客配套交通费用负担等行为”。

（据7月11日 羊城晚报 报道）

景区大门越建越远

漫画/王铎

■哈药六厂翻红：游客自发
挖掘成景，已接待90万人次

“不是巴黎去不起，而是尔滨‘卢
浮宫’更有性价比。”位于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的哈药集团制药六厂，以其宏
伟的建筑、华丽的外观和浓厚的欧式
风格，被誉为“东方卢浮宫”。近半年
来，这座曾经的工业巨擘转型成为年
轻人竞相打卡的网红景点。在社交平
台上，点击搜索“东方卢浮宫”，大量
高点赞的打卡图文随之出现，“哈药六
厂即将再次免费开放参观”“哈尔滨哈
药六厂祖上富过”等多个话题也曾登
上了微博热搜。

（7月14日 澎湃新闻）
微评：所谓“东方卢浮宫”并不是今

天才建成的。就是同一座楼，在2011年
曾经招来许多“过度奢华”之类的批评。
时过境迁，当2024年哈药六厂将这座奢
华的大楼对外开放，供游人免费参观后，
又出现了“这9000多万花得真值”之类与
当年完全相反的声音。出现这种转变的
原因，无疑非常复杂。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站在打造
“全域旅游”的高度进行审视，哈药六厂
的免费开放，不仅拓宽了“尔滨”的旅游
厚度和深度，还为其他地区做强做大旅
游大产业提供了新的思路，无疑是一次
有益的探索尝试。

■26岁女生“年纪大”？谁来
管管职场年龄歧视

近日，一则关于26岁女生应聘瑞幸
咖啡却因“年纪大”而被拒的消息引发
了广泛关注。据报道，这位女生在面试
过程中被店长以年龄超出为由拒绝，这
种以年龄作为筛选标准的做法，不仅忽
视了个体的能力和潜力，也剥夺了求职
者展示自我价值的机会。

（7月13日 《浙江工人日报》）
微评：但凡有点法律常识或是还在

乎声誉的企业，都不会公开地讲“26 岁
年纪大”之类明显属于就业歧视的话
语。求职者遭遇如此匪夷所思的评价，
究竟是“潜规则”被摆在了明处，还是相
关人员自定招聘标准呢？在就业领域，
又有多少“潜规则”没有被摆在明处
呢？又有多少有类似遭遇的求职者选
择忍气吞声，不愿意向他人诉说自己受
到的歧视呢？

显然，很多就业歧视具有隐蔽性，
有关部门必须加强监管，打消一些企业
的侥幸心理。

■宜宾学院录取通知书上将
“录”字打成了“寻”字

近日，有网友称，宜宾学院录取
通知书上将“录”字打成了“寻”
字。7月14日，宜宾学院教务处发布更
正声明，承认发生了错误，并对工作
上的疏忽深表歉意，本着对学生和社
会负责的态度，现重新寄出更正后的
录取通知书，“请同学们凭新收到的录
取通知书按时来校报到，旧的通知书
将于报到时统一回收”。

（7月15日 澎湃新闻）
微评：众所周知，录取通知书通常

不会是洋洋洒洒千字万字，算上标点符
号也不过数十字，还有固定句式，又有
层层把关，可以说很难出现错别字。

然而，现实情况是，不止一所高校
错过。如此低级失误显然与高校的社
会属性和社会价值不符。

何飞 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