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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一个生活拮据的家庭，父亲瘫痪
在床，治病的救命钱却被9岁女儿打
赏给了主播，10天高达19.5万
元。母亲向平台申请退款20余次
却屡屡遭拒。这两天，本报一则报
道引发热议。虽然媒体介入后平台
迫于压力同意退款，但背后的“直播
打赏”乱象，依然值得关注和思考。
“直播打赏”成为平台和主播重

要盈利来源，这一点一直饱受争
议。有人力挺，认为是文化消费新
形态，知识付费新模式。也有人强
烈反对，认为是封建文化残渣泛起，
容易给青年人树立虚荣攀比、金钱
至上的价值观，也会引发私底下的
非法交易甚至更严重的犯罪行为。
这些并非危言耸听，仅最近一

段时间，“直播打赏”牵涉到的刑事
案件就有不少。
比如苏州杀夫案，妻子打赏男

主播36万元，丈夫卖房帮妻子还债，
只希望妻子悬崖勒马，没想到妻子
已经上瘾，借钱都要占据榜一位置，
甚至杀夫藏尸，丈夫死后的15个月
里，她还以丈夫名义向亲友和公婆
借款数十万元，继续打赏男主播。
又比如最近上海黄浦警方破获

的一起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犯罪
嫌疑人凭借保险业务员的身份取得
老人信任后，先后引诱老人转账
850余万元“投资理财”，这些钱都
被他个人挥霍，光给女主播打赏就
用了500余万元。
虽然这些都是极端案件，但并

非小概率事件。据统计，近年来因
打赏引起的各类争端、民事、刑事案
件等高达数百起，其中有公职人员
挪用公款打赏女主播的“违规打赏”，有未成年人在主
播怂恿下将父母血汗钱千金一掷的“诱导打赏”，还有
工薪阶层不惜贷款、卖房的“过度打赏”。
这些乱象，已经引起了国家高度重视。去年3

月，国家网信办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把治理网
络直播、短视频领域乱象作为10项重点任务之一，
要求从严整治激情打赏、高额打赏、诱导打赏，特别
是诱导未成年人打赏的行为。
去年5月，中央文明办、文化和旅游部、广播电视

总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网络
直播打赏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禁止未成年人
参与直播打赏，严控未成年人从事主播，加大力度规范
网络直播行为，最大限度保护未成人的合法权益。
尽管如此，未成年人巨额打赏依然退款难。这也

进一步说明，要治理“直播打赏”乱象，还需更多实招。
比如限制未成年人打赏上，一些平台认为推出

了青少年模式，就能限制未成年人账户打赏。现实
中，很多孩子是用父母的手机偷偷打赏，绕过了平台
监管。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只需要在
打赏时加上“人脸识别”的限制即可。但很多平台不
会这么做，究其原因，还是利益作祟。
又比如，针对激情打赏、高额打赏，完全可以通

过设定打赏“冷静期”或打赏限额来解决。今年全国
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就提出：应严格控制直播平台打
赏分成比例，从根源解决平台利益驱动，平台打赏收
入分成最高不应该超出5%；同时，应当严格限制高
额打赏，设置每个账号每日打赏上限不超过100元。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钢也建议，
及时修订现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
护法”“电子商务法”等，明确规定用户数量超过1亿
人，或上一年度销售额超过50亿元的超级平台，应
当设置最高100元的单次打赏数额和最高500元的
日累计打赏数额。超额部分无效，消费者有权主张
“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

由此看来，实招不是没有，关键平台是不是真心
去做，监管部门有没有实实在在地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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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志刚）今天早上8

时14分，300余名游客搭乘D771次“乐游

长三角 ·常山号”假日列车从上海南站启

程，前往“中国胡柚之乡”衢州常山，开启

为期3天的赏石品柚之旅，这是今年以来

上海市开往浙江省的首趟旅游专列。

常山位于浙江西部，钱塘江源头，素

有“四省通衢，两浙首站”之称，建县已有

1800多年。当地山清水秀，人文历史古迹

众多，宋诗文化源远流长，观石、赏柚、品

山茶油等资源独特，以“生态、休闲、人文”

为主题特色的生态旅游资源吸引着大批

上海市民前去打卡观光。“乐游长三角 ·常

山号”旅游专列的开行，既给上海市民提

供了一条内涵丰富、体验独特的生态旅游

快车道，也为常山打响“一切为了U”城市

品牌、打造浙西第一门户助力赋能。

在3天的行程中，游客将游览素有

“中国第一，世界唯一”之称的中国观赏石

博览园，被誉为“世界最大的天然盆景”

“世界最大的象形石动物园”的国家

AAAA级景区三衢石林，以及天井石林、

小古山岩溶凹地、紫藤峡谷、仙人洞等独

特的地貌景观，领略儒家文化景区孔庙以

及衢州保留最完整、最能体现古城风貌的

街区水亭门。

今天启程的“乐游长三角 ·常山号”假

日列车推出后，300余个席位在5天内全

部售罄。来自浦东新区的万先生说：“假

日旅游专列快捷、舒适，旅游行程优选精

品景点，性价比超高，希望有更多这样有

文化深度、体验丰富的专列主题产品供我

们消费者选择。”

今年首趟开往浙江旅行专列今早启程

本报讯（记者 金志刚）记者从中国

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期32

天的铁路春游运输自3月10日启动，至4

月10日圆满收官，长三角铁路累计发送

旅客逾690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近220

万人次，较2019年同期增长逾7.2%。其

中4月1日发送旅客287万人次，创下今

年以来单日客发量新高。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眼下正值江南桃红柳绿时，踏青赏景、举

家出游成为近期不少旅客的关注重点。

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旅游资源丰富，乘

坐高铁“快旅慢游”已成为一种新时尚。

据统计，春游运输期间，长三角铁路

发送沪、苏、浙、皖等地旅客占比超过八

成。江苏地区发送旅客逾2400万人次、

同比增长729.7%、较2019年同期增长近

两成，为三省一市中增长率之最；安徽地

区发送旅客逾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

368.9%、较2019年同期增长近一成；浙江

地区发送旅客逾2000万人次、同比增长

293.5%、较2019年同期基本持平；上海地

区发送旅客逾1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527.8%、较2019年同期基本持平。

此外，32天内动车组列车共计发送旅

客近600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近190万

人次，同比增长527.7%，占长三角铁路旅

客发送量的86.3%；其中4月1日动车组

发送旅客243.6万人次，创今年来动车组

单日发送旅客最高纪录。

本报讯（记者 裘颖琼）苏州河两岸

有着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如何通过水上

旅游的方式，把两岸景点串珠成链？记者

从市住建委获悉，为了进一步加强沿岸商

业、文化、生态、运动空间的资源联动，将

设计亲子、红色、城市考古等不同主题特

色的航线产品。另外，还将结合两岸景观

功能节点，科学规划码头布局，增设停靠

点位，新建跨河桥梁，强调水陆联动、两岸

互动。

同时，用好存量资源。目前的外滩

源、四行仓库、中山公园等都规划建设了

旅游码头，依托陆域资源，在水岸联动上

取得了不错效果。“相比较而言，普陀段的

梦清园有点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味道。”市

住建委主任胡广杰表示，我们将协调推动

梦清园码头建设、开放空间管理、工业遗

存改造利用等工作，擦亮这颗苏河明珠，

为大家游览苏州河提供更多更好的选

择。此外，上海将在沿岸地区持续推动实

施儿童友好空间、无障碍示范区建设，提

供更好的品质空间。

今年，上海还将对中环线内16座跨

河桥梁开展景观提升，这些桥梁的夜景灯

光设计通过智慧管理系统与游船、游客进

行互动，年底改造完成后将会给苏州河游

览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串珠成链 水上游苏河又有新玩法

长三角铁路春游  天发送逾    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裘颖琼）记者从市住

建委获悉，《上海市城市更新行动方案

（2023—2025年）》近期出台，将通过开展

综合区域整体焕新、人居环境品质提升、

公共空间设施优化、历史风貌魅力重塑、

产业园区提质增效、商业商务活力再造等

六大行动，推动城市更新迈上新台阶。

■ 综合区域整体焕新行动目标任
务：到    年，重点开展  个以上综合性

区域更新项目，重点推进“一江一河”沿岸

地区、外滩“第二立面”、衡复历史风貌区、

北外滩、吴淞创新城、虹桥国际中央商务

区等区域更新。

■ 人居环境品质提升行动目标任
务：加快推进“两旧一村”改造工作，实施

    万平方米各类旧住房更高水平改造

更新，完成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台。创建    个新时代“美丽家园”特色

小区、   个新时代“美丽家园”示范小区。

■ 公共空间设施优化行动目标任
务：全市率先建成 个以上“  分钟社区

生活圈”示范性街镇。完成  个以上公

共空间优化项目，改建或新建   座左右

口袋公园，建成   个以上“美丽街区”，创

建  个“公园城市示范点”。完成架空线

入地和杆箱整治   公里，完成燃气老化

管道改造   公里，实施老旧供水管道改

造约    公里。提升桥下空间品质、提升

河道景观，建成 个慢行交通示范区。

■ 历史风貌魅力重塑行动目标任

务：到    年，完成 个以上历史风貌保

护区、风貌保护街坊、风貌保护道路项目，

推进 个以上历史古镇保护修缮和更新

利用示范项目，打造  个以上历史建筑

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示范项目。推进山

阴路风貌保护区城市更新等项目。

■ 产业园区提质增效行动目标任
务：到    年，推进 个以上重点产业集

聚区提质增效，盘活产业用地 万亩。

■ 商业商务活力再造行动目标任
务：到    年，推动 个以上市、区级传统

商圈改造升级，打造 个国家级“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和   个市级“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完成 个以上商务楼宇改造升

级或转化利用项目。

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城市更新工作，国家“十

四五”规划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党的

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转变超大特大

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

城市。”在此背景下，《上海市城市更新条

例》已于2021年9月1日正式实施。“制定

上海市城市更新行动计划”被列入《2022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

录》。根据市人大、市政府工作要求，市住

建委牵头开展了《上海市城市更新行动方

案（2023—2025年）》研究和起草工作，并

于近期出台相关方案。

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上海城市更新将重点关注四个方面——

一是用10年时间、分三步完成“两旧

一村”改造。上海将在改造机制、推进模

式上作更多探索，计划到2025年，全面完

成中心城区零星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

到2027年，全面完成小梁薄板房屋改造

和中心城区周边“城中村”改造；到2032

年，全面完成不成套职工住宅改造和“城

中村”改造。

二是提升“五大空间”品质。坚持把

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为市民提供更多宜

业宜居宜乐宜游的公共空间。营造可阅

读的建筑空间，尊重和善待老建筑，做好
活化利用，着力打造雷士德工学院、工部

局大楼等城市新地标，持续提升“一江一

河”滨水空间品质，打造“处处皆可行、所
见皆风景，江河有温度、水岸添活力”的世

界级滨水区。构建可漫步的街道空间，优
化配置灯杆、座椅等设施，今年再建成100

个高品质“美丽街区”。塑造可休憩的绿
色空间，建设一批口袋公园、袖珍广场和
社区花园。形成集约高效的地下空间，推
动北外滩等区域更新，打造地上地下一体

化的“立体城市”。

三是推动商办楼宇活力再造。在形

态更新上，以城市体检促更新，推进一批

楼宇面貌显著提升；在业态更新上，持续

推进愚园路等商业街区更新，让更多老大

楼、老商圈焕发新活力。在功能更新上，

推进闵行、嘉定等区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

为保障性租赁住房。

四是盘活存量低效产业用地。在“促

退出、提绩效”上下功夫，鼓励“工业上

楼”、土地复合利用，推动产业园区转型升

级，提升单位土地经济密度，今年计划推

进盘活1万亩产业用地。

聚焦“城市更新行动方案”,上海将开展六大行动，提升“五大空间”品质

打造百个市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