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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宴”事件是对城市治理的警醒

□ 二当家
已经暂停营业的蚌埠徽州

宴竟成网红打卡地，全国各地网
络主播蜂拥而至，冒雨到徽州宴
门口进行直播和声讨，导致道路
拥堵，当地不得不增派警察出面
疏导交通。

事件源自安徽蚌埠徽州宴
老板娘邹某某遛狗时引发的争
议，其对女邻居口出狂言：“敢弄
我的狗就弄死你孩子，你都没有
我的狗值钱！几千万我都赔得
起，我干了好几个徽州宴。”令人
始料未及的是，该事件除了令多
地同品牌餐饮店躺枪，一些原本
在徽州宴总店及各分店订婚宴
的客户也纷纷取消订单。徽州
宴给当地带来的流量，有与不久
前“山东拉面哥”大门前的热闹

分庭抗礼之势。但显然，后者是
善举，前者却是恶名，前者令包
括当地大多数居民在内的民众
不适。

应当说，事情发展至此，邹
某某本人或许根本料想不到，也
未必敢真的做出她口中叫嚣威
胁别人的事情。但作为小地方
的富人，坐实“为富不仁”却可能
一点也不冤枉，这种话不是一天
两天能说得出来，显然行事张狂
已是习惯使然。

这次事件之前，邹某某遛狗
就曾经同样惊吓到孩童并听之
任之，只不过这次遇到了一个护
犊心切的母亲。虽然当事人邹
某某的丈夫，也就是徽州宴的实
控人，已经在网络上代替妻子道
歉，徽州宴也发布声明称，解除

和当事人邹某某的聘用关系，但
这样的后续能否服众却要打一
个问号——— 顾客上徽州宴吃饭，
指出饭菜有问题是否同样会遭
生命威胁？解除聘用关系，但老
板娘咋开除？

最为关键的是，徽州宴实控
人夫妇是否会有真心实意的愧
疚，还是等这个事件热度过去，
换个牌子照样赚钱？民众心头
那股没有散去的怨气，正是网络
主播站在徽州宴门口，举个自拍
杆就能引发流量狂欢的根源所
在。至于对该事件当中的另外
一方，出于本性保护孩子而与邹
某某互殴的孩子母亲也被处以
三天行政拘留是否偏重；还有部
分网友质疑的徽州宴在实际经
营中是否有偷漏税嫌疑等，已经

属于该事件衍生出的专业讨论
范畴，需要相关职能部门的调查
与权威发声。

由此次遛狗纠纷出发，不可
忽视大小城市的狗患。从农村
土狗到城市里诸如徽州宴老板
娘号称价值70万元的狗，自称爱
狗的人很多，遛狗时清理自家狗
粪都做不到的狗主却也不少。
最为关键的是，当前狗咬人或者
惊吓老幼的成本太低，居民一旦
不幸被咬，受气受怕的同时，还
得一共跑上多次打狂犬疫苗，此
外，谁来承担疫苗费用，也免不
了一番扯皮。对城市狗患的治
理，对伤人狗主的担责问题，对
国外强制养狗人投保第三者责
任险等管控措施的学习，都是对
城市治理的一种警醒。

不吃点苦头，疯狂的粉丝永远“长不大”

□ 易之
又是一起因为追星引发的

公共事件。7月7日在浙江绍
兴，10多名粉丝为一睹偶像真
容，不顾阻拦执意上山寻找更
好的拍摄角度，夜幕降临后被
困山中，只能报警求助。

据了解，当时一剧组正在
当地一酒店拍摄一档综艺节
目，不少明星大咖都来了。得
知这一消息，很多粉丝慕名而
来，甚至从东北、上海等地特地
赶过来。警方介绍，大多都是
女粉丝，都是些00后，年龄最小
的才16岁。

上山时其实也不是没人劝
阻，不过都劝不住，还有粉丝说

“拍不到明星我就不下来，除非

你们把他们请出来”。最后结
果也很尴尬，夜幕降临后山路
也看不清了，只能求助警方，请
警察把他们给救出来。

粉丝狂热、社会买单的事
不是第一次出现了。2020年7
月，浙江金华就有4名粉丝前往
片场追星，因为正面无法进入
拍摄地，于是几人抄小路，结果
被困山上，只能求助公安。此
外，机场、飞机上甚至高考考
场，都曾出现过狂热粉丝的身
影，最后机场被挤碎了玻璃，空
姐喊破了嗓门，考场秩序被干
扰……

现在借助互联网的动员能
力和交通工具的便利性，粉丝
集体行为的成本已大大降低。

他们可以轻易获取偶像的位置
信息，并组织相关人群，迅速到
达现场。

粉丝群体和偶像本身乃至
娱乐产业，对这种现象都应当
有所警觉。从舆论反馈中不难
发现，社会对这类行为已经相
当反感。在这起事件的评论
区中，就是一片“请支付救援
费”的声音。粉丝的非理性行
为，只会造成社会整体对自家
偶像的“敌意”，这是粉丝搬起
石头砸自己的脚。

另外，“请支付救援费”的
声音，其实也可以参考驴友遇
险救助的相关规定。现在不少
地方都规定了驴友如执意进入
未开发区域、由此产生的救援

费应自行承担。换句话说，如
果粉丝执意在危险区域追星，
是否也应当自行承担救援费？
民航局就曾出台《关于加强粉
丝接送机、跟机现象管理的通
知》，规制粉丝机场追星行为；
而粉丝在野外的冒险行为，也
不妨纳入立法的视野。

在这起受困山中的事件
中，大多数粉丝是00后，他们涉
世未深，不够成熟。但是粉丝
文化以及行为模式，则必须尽
快成熟起来，不能总是这幅低
龄化、情绪化的面貌，一再冲撞
社会秩序。如果粉丝不能自行
成长，那么应当有一些相应的
社会规范，倒逼粉丝“长大”，教
会他们如何“理性追星”。

“肉包子”跟涨不跟跌
应交由市场选择

□ 何勇
猪肉价格持续下跌，为何

肉包子的价格依旧坚挺？类似
这样的话题，近期在不少地方
的网络论坛、自媒体甚至政民
互动平台上出现。据媒体报
道，不仅是肉包子，熟食、火腿
肠、香肠等猪肉制成品价格也
没 有 随 着 此 轮 肉 价 下 跌 而
下调。

今年以来，肉价一路下跌，
目前已经跌至十来块钱一斤，
但早餐店的肉包子、餐馆各类
肉丝炒菜等猪肉制成品价格并
没有随之下跌，有的还涨价了。

实际上，“肉包子”价格跟
涨不跟跌俨然是餐饮行业的一
种普遍现象。我们不妨把时间
轴拉长一点，就不难发现，在此
之前的每一轮猪肉价格涨跌
中，“肉包子”的价格几乎都是
跟涨不跟跌，“肉包子”的价格
涨上去了就不会跌下来也基本
上成为餐饮行业的常态。

站在消费者立场，对肉包
子等肉制品价格跟涨不跟跌现
象，心理上不太能接受，因为消
费者要多花钱。而且，按照普
通人朴素的经济常理，猪肉作
为原材料，价格下跌了，猪肉制
品的价格理所应当跟着下跌，
肉包子等肉制品只跟涨不跟
跌，显然不合理。

但是，“肉包子”跟涨不跟
跌到底合不合理，归根结底还
是要交由市场选择。因为猪
肉、“肉包子”的价格涨跌终究
是市场经济问题，只能在市场
中找寻答案。

猪肉虽然是肉包子等猪肉
制品的主要原料之一，但餐饮
企业经营的成本不是只有猪
肉，猪肉成本占据餐饮企业的
经营成本比例其实并不大。虽
然眼下猪肉价格大幅下跌，但
确实如一些餐馆经营者所言，
房租、人员工资等其他成本支
出增加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
了猪肉价格下跌减少的原料成
本。而且，“肉包子”的价格不
是一天一个价，而是具有一定
的稳定性，在相当长的一个时
间段不会变动，而在这期间，很
多原料成本却是一天一个价。
从这个角度说，“肉包子”跟涨
不跟跌，未必没有合理性。

更关键的是，餐饮行业不
同于其他一些容易“集中”的行
业，餐饮市场是完全充分竞争
的市场，没有处于垄断地位的
餐饮企业，消费者的选择余地
非常大，既可以去这家饭店吃
饭，还可以去那家餐馆吃炒菜。
而且，下馆子吃饭本身就不是
一种刚需，消费者完全可以在
家做饭吃。换言之，如果消费
者觉得“肉包子”跟涨不跟跌不
合理，可以选择不去吃，倒逼

“肉包子”跟涨又跟跌。
总之，“肉包子”跟涨不跟

跌或许不合理，但不必大惊小
怪，这是市场的选择，也应交由
市场选择。

一月内输光公司账户近1500万元的会计，从随手点
开的“游戏”开始跌入深渊；“导师”引领，密授赌博秘籍，
背后却是被代码操控的骗局；名为“网络科技公司”，实
为赌博网站服务器租赁商，网络赌博黑产毒草丛生……
记者近日跟随公安人员，起底跨境网络赌博的罪恶，看
看赌客的真金白银是如何散尽的。 据新华社

追星当然是个人自由，但粉丝非理性的集体行为，往往是对社会秩序的干扰，是以公共利益为代价的。
如果粉丝不能自行成长，那么应当有一些相应的社会规范，倒逼粉丝“长大”，教会他们如何“理性追星”。

由此次遛狗纠纷出发，不可忽视大小城市的狗患。当前，狗咬人或者惊吓老幼的成本太低。对城市
狗患的治理，对伤人狗主的担责问题，对国外强制养狗人投保第三者责任险等管控措施的学习，都是对城
市治理的一种警醒。

随手一点陷深渊，疯狂赌客赔巨款。
千金散尽不复来，守好本心避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