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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随着暑期开启，多地旅游市
场迎来火爆模式，机场和火车站
人流井喷，热门景区、博物馆游
客爆满，一票难求。就连北京的
导游也变得非常抢手，有时日薪
千元“一导难求”。面对汹涌的
人流和创纪录的高温，导游和游
客也正经历着艰难的考验。

暑期游人潮汹涌

伴随着创纪录的高温，今年
暑期游可能成为史上最火的一
年。

对于旅游市场的火爆，在北
京当了 17年导游的李媛媛有着
直接的感受。“毫不夸张地说，
2023年春节到现在，除了周一，
我基本每天在故宫带团，有时候
实在太累了！”

尽管这个夏天北京高温创
下纪录，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涌向北京，故宫更是热门景区中
的顶流。面对人潮汹涌的游客，
哪怕顶着40℃的高温，李媛媛所
在公司全体上下忙得不可开交，
仅仅是故宫团每天就有 20 多
个。

这个夏天，暑期游的火爆超
出很多人的想象。伴随着景区人

山人海的画面，今年暑期游产品
销量较2019年同期大涨。

不只是北京火，独库公路上
的车流一辆接着一辆。记者从阿
克苏文旅局获悉，阿克苏地区自
2023年 6月开启暑假模式以来
至7月10日，全地区接待国内游
客 435.66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38.93%；实现旅游收入 22.8738
亿元，同比增长46.73%。

一票难求，“一导难求”

火爆的暑期游，让一些热门

景区的门票供不应求，故宫、国
家博物馆、中国科技馆等研学的
热门景点一票难求。其中，故宫
门票每到晚上 8点抢票时基本
上是秒光状态。

“抢票的人太多了，散客自
己抢票拼的是速度，旅行社是一
个订单 50人，但也不是百分百
能确保抢到票。”李媛媛说。

在北京，导游也成为紧缺资
源，价格水涨船高，此前的日薪
300元至 500元，如今至少已经
翻倍。“日薪 1600元，北京导游
供不应求”“日薪 2500招不到导

游 ”的报道让人对导游的薪资
十分“羡慕”。

“现在团队票很难抢到未成
年票，所以基本上都是发动导游
一起抢票，后来是谁能自己抢到
票，谁带团。”李媛媛说，“导游服
务费是和团型、讲解水平挂钩
的，暑期确实出现了 1000 元以
上一天的导服，但这是要求有票
的导游，有票且又讲解好的导游
更是少之又少。”

作为所在旅行社宝藏级别
的导游，李媛媛透露了自己的收
入，一天带一个 6小时的故宫精
讲团，加上公司发的高温补贴，
收入超过1000元。

高温下的考验

近期，北京经历持续高温，
这给导游和游客带来极大的考
验。北京一名导游因为热射病去
世，更是引发极大关注。

李媛媛说，北京目前旅行团
队分两种，一种是多日游，这样
的团队导游会很累，因为很多团
都有观看升旗仪式的行程，每天
凌晨 2点就要到达天安门广场
安检口，一天好几个景区，到晚
上 9点后才能回到酒店休息，几

天下来真的很累。还有一种就是
景区精讲团，属于日游类型，颐
和园、恭王府还好点，因为有树
荫游客可以凉快会儿，而故宫游
客基本上全天暴晒。

在故宫做导游，高温带来的
炙烤更甚。“7月 2号我带 6小时
故宫团，当天客人排队进故宫安
检就已经热得不行了，身体不
适，我全天都在陪客人在故宫急
救室看病，那一天我一句也没讲
解。当天下午出故宫我也病倒
了，得了带状疱疹。”

带团一天，李媛媛得喝 6瓶
矿泉水，衣服基本上全天处在湿
透状态下，没有干的时候，根本
不用上厕所。在故宫，有时候买
水得排队，好多游客都是一箱
12 瓶直接买走，买冰水要靠运
气，可以经常看到故宫里的冰柜
空空如也。

由于天气太热，“痛并快乐
着”的李媛媛，每天看到客人名
单后会对应客人地区、年龄，仔
细准备第二天的讲解，用高质量
的讲解吸引客人坚持下去。“我
们最大的心愿都不是五星好评
了，只要客人不去急救室，健康
就好。”

据中国新闻网

高温下火爆的暑期游

日薪千元“一导难求”

“为什么非要给偶像打榜？”
“他需要我来守护啊！榜单

对偶像很重要，排名高，商单就
会多，他的事业发展也会更好。
我可是死忠粉，绝不‘白嫖’。”

这是近期发生在黑龙江省
某医院外科诊室里的一段对话，
一方是今年 16岁、正上高中的
女孩魏婷，另一方是她的爸爸。
此前，魏婷因为偷偷拿走家里上
千元钱准备给偶像打榜，与父亲
发生争吵推搡导致两人均有不
同程度的受伤。

记者调查发现，像魏婷这样
的未成年人不理智追星现象并
不少见。不论是在线上还是线
下，也不论校园内外，他们不爱
学习爱追星，把成千上万元资金
用于打榜和投票，甚至还为了维
护偶像形象与其他明星的粉丝
争斗，举报、互撕、人肉、网络暴
力等行为频频出现。

高中生成骂战“主力”
经常被喊“快去支援”

日常生活中，追星占50%以
上的时间，上课期间也在看偶像
相关资讯；成绩因追星大幅度下
降，一学期的时间，从中等水平
下滑到班级后20%；生活费的一
半以上用于追星，钱不够时，曾
以交书本费等为由向母亲撒谎
要钱；因追星与同学、网友争执
吵架；与家人的交流日渐减少，
因非理性追星与家人关系逐渐
恶化。

这就是魏婷追星 5 年来的
“变化”。

妈妈发现后，严禁她继续追
星。不过，妈妈的管教并未奏效，
她的追星行为转向“地下”。

“我把孩子追星的事情告诉
孩子爸爸，他起初不在意，直到

我给他讲了一些青少年追星、打
赏主播导致家里存款被花光的
事例后，孩子爸爸才意识到事情
的严重性，检查孩子的社交账号
账单后，发现她为了追星，不仅
花光了零花钱，还偷偷用我们的
手机给她转账好几千元。”魏婷
的妈妈回忆说。

今年 17 岁的北京女孩冯
媛，同样是一名沉迷追星的未成
年人。

2016 年，冯媛在邻居的影
响下开始追星，逐渐沉迷于购买
明星周边产品、为偶像打榜刷数
据、参加偶像的演唱会、重复购
买多张音乐专辑等追星行为。

冯媛也因此与家长爆发多
次“战争”，父亲更是一气之下撕
毁了她喜爱的明星海报和周边
产品。

在学校里，因为不允许他人
诋毁偶像，她经常与同学争吵，
还在社交平台上与他人展开骂
战。

在采访中，冯媛很愿意向记
者“安利”（网络流行语：诚意推
荐之意）她喜欢的明星，希望有
更多的人能够跟她一样喜欢。

记者注意到，在冯媛此前的
评论和转发中，时常可以看到她
为了维护偶像形象而言辞过激
地与其他明星的粉丝、普通网友
激烈骂战，甚至诅咒、谩骂和人
身攻击对方。冯媛还是粉丝群中
骂战的“主力选手”，经常会有网
友喊她“快去支援”。

“不花钱就是不爱他”
“氪金”冲榜花数万元

至于追星的花销，冯媛用的
形容词是“巨大”，因为“不为偶
像花钱就是不爱他”。

“光是用于购买明星专辑的

花销就已经达到了六七万元。”
在冯媛的妈妈看来，这笔花销让
她感觉“承受不起”，毕竟全家每
年收入才15万元左右。

那么，未成年人追星族们是
怎么把钱花出去的？

大数据时代，明星够不够红
有了可以量化的指标。打榜，就是
目前流行的一种声援偶像方式。

“大粉”（指有号召力、有影响力的
粉丝）发布任务，“学生粉”执行任
务，这是基本的操作套路。“很多
时候由‘大粉’解释一个偶像有什
么特质，为什么值得被爱。而大多
数未成年人粉丝则由于能力有
限，只能附和、支持他们的观点，
听从他们的指挥。”娱乐行业从业
人员叶舒告诉记者。

“你哥值得更好的”“一定要
让哥哥的排名保持住，后面追得
紧”“动动手指，你忍心他被嘲笑
吗”……对“大粉”来说，诸如此
类的动员策略司空见惯。

据有多年追星经历的广东
高中生周哲介绍，“哪里有榜单，
哪里就有打榜和投票的粉丝”。
打榜和投票、集资和买代言产品
的“成绩”，经常被视为进粉丝群
的门槛，想加入后援会则需投入

更多。
在饭圈，打榜和投票“成绩”

与粉丝群体内部的“奖惩”等级
挂钩。多家平台虽设提醒，但并
无实际机制限制未成年人打榜
和投票。

周哲的朋友、今年 17 岁的
广东女孩王禾就为了支持偶像
首张专辑“倾囊而出”，最后只能
借钱吃饭。原来，由于她的偶像
所属公司的合作平台数量非常
多，且不同平台推出的特典小卡
都不一样，王禾为了集齐所有特
典小卡，“几千元的压岁钱全部
花完了”。在购买完专辑之后，王
禾只能向周围的朋友借钱吃饭，
并承诺下个月偿还。

记者通过周哲介绍进入一
个二手小卡交易群，发现群内的
小卡交易金额通常在千元以上，
群成员却多为“学生粉”。

流量至上错误导向
影响青少年价值观

采访中，冯媛的妈妈告诉记
者，她当时很疑惑，除了压岁钱、
零花钱以外，冯媛还有什么收入

能维持这样的“疯狂”追星？
而答案令她崩溃。
为了“挣钱”，冯媛不仅在学

校“代做作业”赚取同学的零用
钱，甚至在一些网友的介绍下出
售自己私用物品，“我发现将自
己的贴身衣物放到网络上进行
售卖，居然可以卖得出去”。

对此，为冯媛做心理辅导的
心理咨询师陈静告诉记者，受到
不良追星观念的影响，冯媛看待
追星问题的观点有所偏激，将自
己投射到偶像的身上并过度美
化偶像，打破偶像就是打碎她的
信念。她的偶像只能她来保护，
所以谁谩骂她的偶像，她便要维
护并给予反击。

对此，有业内人士建议，必
须不断完善网络信息传播和互
动规则，有关部门要以明星经纪
公司为监管重点，对经纪公司、
粉丝群体危害网络和社会公共
安全、冲击主流价值观的违法行
径要依法及时处置。

“量变决定质变，粉丝可以
喜欢明星，但必须有限度、有底
线。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教
育，教育引导粉丝特别是未成年
粉丝，树立正确的‘三观’，培养
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追星不能
盲目，那些为社会作出杰出贡献
的科学家、英雄烈士，他们才是
真正的明星。”在中国传媒大学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
郑宁看来，从社会心理层面看，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粉丝文化，与
传统家庭结构解体、人际关系疏
离、网络“群体性孤独”中渴望陪
伴的心理需求相伴生，是对当下
互联网治理、文化治理乃至社会
治理提出的共同挑战，必须不断
研究新问题、新趋势，深入研究
当代青少年，才能找到最优的答
案。(受访者均为化名)

据《法治日报》

青少年追星乱象：

高中生花费数万元为偶像打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