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女士的苹果手机正在充电，竟然自动点

开携程 App，还订了一间上万元的总统套房，

甚至还会自动订购火车票，而这一切直至进入

支付流程都是自动完成的。

当前手机等智能产品虽然隐患重重、恶意

软件泛滥成灾，但无论在法律规制、行业监管

等方面，仍然严重滞后，跟不上新的社会形

势。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加强法规约束与日常

监管，鼓励用户发现问题后积极投诉，还应集

中执法力量，瞄准重点方向，予以重点打击。

打蛇就要打七寸，尽管手机安全问题非常

复杂，但凡事逃不过利益二字，既要对散播病

毒、植入恶意软件者进行惩治，也要对这背后

的利益相关者进行查处，谁敢出钱购买这类服

务，就一并予以打击，才能阻断手机黑产链条，

保障用户安全。 (钱江晚报)

旅游纪念品：何时能走出
“都是义乌造”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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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软件肆虐
打蛇要打七寸 10月3日，一女子要上洗手间，要求大巴司

机在应急车道上停车。司机未按其要求停车，

该女子便与丈夫一起出言辱骂，甚至在车辆行

驶过程中动手抽了司机一嘴巴。

应急车道适用标准在于“生命”二字，只有

在生命遭到损害或威胁的情况下，才属于机动

车合法占用的紧急情况。广大乘客如果不确定

有车载厕所，请乘客提前做好准备，方万事无

忧。 (检察日报)

应急车道能不能用来解决内急
社区补偿教育是对留守儿童家庭教育能力的

监督、优化和促进机制，也是留守儿童社会关爱和

保障机制的探索创新。一方面为家庭、儿童照料

者以及社区居民提供育儿知识和方法的培训，增

进社区育儿保健、儿童社区融入、社区文化发展方

面的能力和素质；另一方面，优化包容和关爱的城

市社区环境，切实增进城乡文化自然融合，让乡村

儿童在“留守”和“流动”的身份转换过程中具有安

全感和归属感。 (光明日报)

加强社区补偿教育关爱留守儿童

本应为旅游目的地

独一无二的纪念名片，却

以“同一张脸”出现在全

国各地旅游景点，“同质

化”“低端化”甚至“地摊

化”成为我国旅游纪念品

市场的尴尬标签。

甚至有人编段子调

侃：义乌人民出去旅游一

定没啥意思吧，毕竟纪念

品都是从你们那拿货

的。

旅游文创产业如何

更好地承载文化内涵、民

俗风情及深层价值，如何

满足游客对美好文创产

品的需求，成为文创纪念

品市场需要面对和思考

的问题。

杭、苏、蜀、卞，在哪儿卖叫哪儿绣
国庆节前，贵阳市花溪区

的5A级景区青岩古镇的古街

巷道人潮攒动。沿街银饰、挂

件、吊坠、民族服饰等琳琅满

目。热爱旅游的四川游客徐

涛说：“这些东西虽然冠以当

地民族特色，但一看就知道是

从小商品市场里批发来的，没

兴趣。”

当地一家银饰商店店员

跟记者坦言，这几年游客越来

越多，但真正买东西的却越来

越少，很多人进来拍个照片就

走了，“感觉游客对旅游产品

越 来 越 挑 剔 ，可 商 品 都 要

从 外 面 进 货 ，我 们 也 没 有

办法啊!”

记者近期在多地景区采

访发现，木梳、披肩、帽子、手

串等成为多数景区的标配型

“地方特产”，不同的是四川地

区景点会多一些熊猫造型元

素，陕西纪念品中兵马俑元素

更为常见。更有甚者，一块一

模一样的丝帕，在杭州叫“杭

绣”，去了苏州叫“苏绣”，到了

四川成了“蜀绣”，在河南又称

“卞绣”。

旅游商品同质化的同时，

也一定程度存在低端化、地摊

化现象，真正能够结合当地和

景点自身特点开发出的文创

产品成为稀缺品。

记者在西安大雁塔、大唐

不夜城、书院门步行街等景区

走访看到，景区周边销售旅游

纪念品的小商店里摆放的主

要是皮影、剪纸、兵马俑摆件

和印有大雁塔、钟楼的冰箱

贴、扇子等，销售内容大同小

异且缺乏设计感、做工不够精

致。

在中部地区一些博物馆，

所谓的文创设计也只是将文

物的平面图案或者书画作品

上的图案直接印制在丝巾、抱

枕、手机壳上，缺少趣味性。

甚至有些景区的纪念品销售

橱窗常年蒙尘，售卖古文书

籍、地球仪、石雕、首饰等与景

区定位完全不符的“纪念品”

有“商品”无“文化”也制

约了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

数据显示，发达国家旅游购物

占旅游收入的比例在 60%至

70%，而目前我国旅游购物的

比重还不到 40%。“我们不缺

购买力，缺的是能看得上的产

品。”河南一家做文创产品的

书店店长刘磊说。

“黔东南州拥有的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近 70

个，但行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

段，难以适应现代游客的消费

需求。”贵州凯里市文化产业

办公室主任刘睿说。如何通

过新的创造将传统民族文化、

民族工艺等，与市场结合、让

传统“复活”，是近年来面临的

难题，也是努力的方向。

成本高、保护少，“玩不起”的文创
一些地方积极尝试从设计、生产、

销售、营运等多个环节理念创新，深度

开发旅游纪念品市场。但研发费用、

政策倾斜、市场开拓、知识产权保护等

方面的力度不够，让优秀创意无法落

地。

贵阳市青岩古镇一家名叫“百无

一用”的书店里，负责人胡丽亚说，10

多年时间里，周边的店铺换了一家又

一家，自己之所以能坚持下来靠的就

是始终用原创商品去吸引消费者。通

过取材于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刺绣

图案、蜡染工艺、手工银饰制作等，她

研发了六七个民族饰品系列，单品达

到上百件。

然而原创之路充满艰辛。“文创周

期比较长，从理念到生产再到走向市

场，短则一两周，长则一两年，没有耐

心和坚持，以及持续的资金投入，很难

走下去。”胡丽亚告诉记者，另一个问

题则是知识产权保护。2007年他们给

很多原创产品申请了知识产权保护，

但到2015年就不再续费申请知识产权

保护。“每年单续费就要花一两万元，

但当权利受到侵犯时，维权实际上很

难。”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与现

代传播研究所所长王长寿看来，目前

旅游文创市场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

重，主要是一些企业看到利润后一窝

蜂搞文创，只靠模仿复制赚快钱而不

注重文化内涵的挖掘;相应地，对那些

原创意识强的企业来说，创意产品很

容易被模仿和抄袭，被侵权者维权难度

大，市场上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经过市场调研、设计、反复更改

最终投产的原创产品，无论卖得好坏，

不出两个月，市场上肯定会有同类产

品出现。”刘磊说，“长期下去，谁还愿

意做原创?”

纪念品如何告别“大众脸”
如何打破旅游纪念品粗制滥造的

局面，让创意变成拿在手里实实在在

的产品，一些专家和业内人士也给出

了自己的思考。

在文物文创领域耕耘8个年头的

陕西华夏文化创意有限责任公司，经

历了由主营文物复仿制开发，到文物

复仿制、文创产品与旅游纪念品“三管

齐下”的转变。总结转型经历，朱先慧

说：“消费者对文创产品的期待是注重

文化属性，历史文化内涵的发掘与创

新展现形式任重而道远。”

知名策展人、安徽大学农村经济

研究所研究员左靖对此表示赞同。他

认为，目前国内大部分旅游纪念品的

开发缺乏对乡土文化的梳理和提炼，

资本诉求过于直接和急促。旅游文创

产品的灵魂是地域文化特色，因此首

先要梳理文化资源，摸清楚哪些能够

产业化做成旅游文创产品。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将现代创意

和传统工艺结合。刘睿说，旅游文创

的核心在于创造，而创造的关键在人

才。他介绍，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州府所在地凯里市依托凯里学

院，增设民族文化创意等专业，加大专

业人才培养。同时，探索与东部沿海

地区知名文创企业合作，通过“请进

来”的方式，让这些企业参与地区文化

挖掘，文创产品研发等，从而生产出更

多符合市场需求的文创产品。

注重知识产权保护，让市场的创

造力和政府的引导力更好结合。“知识

产权保护不好，就会影响原创积极性，

也会造成文创市场发展。”具有15年从

业经历的设计师樊响说，加强文创市

场知识产权保护显得尤其重要，建议

结合本轮机构改革强化文化市场的监

管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此外，文化

产业发展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重视，

应围绕加强文化创意扶持、文化产业

企业培养等，进一步完善政策。

记者在采访中也感受到，不少地

区仍依赖于“门票经济”，对地区旅游

文化内涵挖掘不深入，甚至在有的知

名景区，旅游文创几乎没有开展，也成

文创行业发展缓慢深层次原因。我国

经济进入新常态，旅游业也面临转方

式、调结构的黄金战略机遇期。使旅

游朝着更加有品质、更加有文化内涵

的方向前行，能有力地推动中国传统

文化的传承。

（《半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