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游戏不能随意“打扮”历史
一款高品质的游戏，除了博人眼球，注重体验之外，还要有自己原创的内

容、精良的制作，乃至独特的文化。这种只借用古人名字，“架空”历史，甚至肆
意篡改历史的游戏，如今正风行一时，无疑是值得警惕的。

□本报评论员 韩金惠

荆轲竟然是女的，诗仙李白变成了刺客，
名医扁鹊是用毒高手……这样的角色错位会
不会让你大吃一惊？一款名为《王者荣耀》的手
机游戏近日大热，角色都取自中国历史和传说
中的人物，可游戏中从形象到内容都与历史、
传说完全不符合，颠覆了传统的记忆。（3月29
日《光明日报》）
不管你玩不玩游戏，或许你都听说过《王
者荣耀》。作为一款手游，它获得了从小学生到

成年人的疯狂追捧。2016年全年收入为68亿
元，占2016年手游总收入的17 .7%。傲人的业
绩背后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外行人也许无法
给出分析，但是其带来的历史争议值得探讨。
截至目前，这款游戏一共出现了60多个中
国历史英雄和神话人物的名字。李白、赵云、孙
悟空、墨子、庄周、狄仁杰、貂蝉等耳熟能详的人
物，在游戏中不仅穿越时空，一起“混战”，而且
匪夷所思地各自“成对”。比如，妲己竟成李白克
星。这样的游戏内容设定，让家长和老师产生
担忧是理所当然的。通过腾讯浏览指数平台可
以看到，此款游戏的玩家中11岁至20岁的用户
比例高达54%。青少年不同于成年人，大多还没
有对历史的系统学习。假如此时就受游戏影
响，被违背史实的情节先入为主，那么即便以
后在学习中慢慢纠正，也很容易造成错乱。别
忘了，很多老师讲得再好，也难敌每天打游戏
的惯性思维。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游戏就是游戏，就是
娱乐，不能对它要求太高。”“游戏从另一个角度

激发孩子对历史的兴趣，不必对游戏戏说历史
大惊小怪。”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概忘了为公众
深恶痛绝的抗日神剧。手撕鬼子、包子藏
雷……没有底线的“脑洞”，每每让观众惊掉
下巴。同样是歪曲历史，《王者荣耀》的毛病
跟雷人剧在本质上又有何区别？无论电影、电
视还是网络游戏，既然有文化产业属性，就不
能一味娱乐，一点正经都没有，而必须承担社
会责任。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很容易在不知不
觉中被其传达的价值观、历史观影响。
一款高品质的游戏，除去博人眼球，注重

体验之外，还要有自己原创的内容、精良的
制作，乃至独特的文化。这种只借用古人名
字，“架空”历史，甚至肆意篡改历史的游戏，
如今正风行一时，这无疑是值得警惕的。相
关部门也不该听之任之。
在市场经济下，想赚钱没错。但中国游戏

产业要想真正做大做强，就必须多一些专业精
神、原创精神，在把游戏当商品的同时，也当成
作品。这是对游戏负责，也是对孩子负责。

小区停车费何以“一放就乱”？

“刷脸”认证养老金资格是服务创新
■观察家

□晏扬

日前，广东省消委会开展的民意调查显
示，近九成受访者认为所在小区停车收费太
高或偏高，八成以上受访者认为市场定价
“直接导致停车费涨价”，近七成受访者对目
前的停车保管服务不满意。专家建议，对竞
争充分的商业配套停车场，可以实行市场定
价；对住宅小区，则可以继续实行政府指导
价。（3月30日《人民日报》）
广东省放开了停车服务价格，但收费涨

了，服务却没提升。实际上，不仅广东省，全
国很多地方也陆续放开了停车服务价格，实
行市场定价。不少地方反应也与广东类似，
停车费涨了，尤其是住宅小区停车费上涨。
小区停车费何以“一放就乱”？放开停车服务
价格，本意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性作用，促进相关服务行业发展”，为什么结
果与初衷南辕北辙？
个中原因，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其实

也很简单——— 因为小区停车服务具有“自然
垄断”属性，价格一旦放开，垄断自然会导致
高价。消费者没有选择余地，不能“用脚投
票”。人们住在哪个小区，一般就得在哪个小
区停车，不会形成有效竞争，消费者（小区居
民）也没法“价比三家”，只能被迫接受本小
区的停车价格。这样，当价格放开，开发商或
小区物业便有了涨价的底气。
众所周知，在垄断领域是不适宜实行市场
定价的。专家建议对住宅小区停车费继续实行
政府指导价，笔者赞同这一建议。既然小区停车
服务的垄断无法打破，那么保证价格公平、维护
业主权益的有效办法，便是实行政府指导
价——— 准确地说是“走回头路”，政府收回定价
权。或者出台补充规定，对价格上限进行封顶。
商业停车场与小区停车服务不同，具备

竞争条件，人们开车去一个地方，附近一般
有多个停车场可供选择，停车场之间有竞
争，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便无须实行政
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

□王传涛

近日，广州市人社局再推便民服务新举
措。4月1日起，广州市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
办理基本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手续，不需要
再到街镇退管部门前台办理认证手续。退休
人员只要拿起手机，用摄像头对着自己轻轻
一点，即可完成年度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手
续。（3月30日南方网）
“刷脸”认证，其实早已被广泛运用到了
互联网各大平台的一些普通业务中。比如，
有些电商平台上，拿着身份证拍照进行“刷
脸”的方式，早已被广泛应用到开店的正常
程序中。然而，在真正的政务与公务处理中，
却很少看到“刷脸”的服务创新。
广州市人社局推出的“刷脸”办理养老

金资格认证之举，着实让人眼前一亮。当然，
困难也存在不少，比如，退休的老年人是不
是习惯使用微信？会不会用微信去处理一些

事务？但对政府服务部门而言，站在为民服务
的角度去搭建这样一个平台，通过互联网实现
让老百姓少跑腿的目标，比无所作为要好很
多。在“互联网+”如火如荼的当下，不能因担
心小部分人不会使用而投鼠忌器。某些部门迈
不开步子，在由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的路上，走得实在有点慢。
关于通过搭建互联网高速公路让老百姓

少跑腿，国务院其实早有部署。去年9月国务
院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
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推进互联网+、用大数
据应用决策部署。广州市人社局的行动，可谓
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做到了服务创新。
很多时候，从来不缺技术，缺的只是态

度。互联网技术创新的无穷性、无限性，决定
了政府部门“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多样性与
丰富性。只要基层政府及相关部门有一颗为
民服务之心，相信各地出现类似的“刷脸”服
务，并不遥远。

巷 议
朱婷如何赚钱花钱
与旁人何干

55岁的朱安亮这一次被彻底激怒
了：作为奥运冠军朱婷的父亲，这个憨厚
老实的农家汉被十几天前一个亲戚转发
的信息所震惊，“朱婷为家乡捐建希望小
学……朱婷半年败光2000万……”“我
和老伴很生气，咋能没根据地瞎编
呢？”朱安亮说。（3月30日《华商报》）
一则谣言将朱婷树立成了“慈善

楷模”，看上去是褒奖，岂不知这会给
朱婷造成名誉伤害。按照谣言所说，朱
婷的捐赠都用于回馈家乡了，可家乡
人并未享受到这些子虚乌有的东西，
难免会对朱婷及其家人有意见。
需要明确，不管朱婷赚了多少钱，

又花掉多少钱、花在哪些方面，只要这
些收入是合法的，行为是合法的，都是
朱婷自己的事情，与他人无关。她完全
有权决定是否捐赠，他人无权干涉，更
不能搞道德逼捐。 江德斌

“被枪毙毒贩”现身
谁制造了奇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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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已被执行死刑”的赵伟刚出现
在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时，所有人都
吃了一惊。丽江市永胜县公安局在
2003年破获的一起运输毒品案，名叫
“赵伟刚”的毒贩次年被执行死刑。实
际上，该毒贩真名叫冀魁星，是赵伟刚
的妹夫；案发后，冀魁星和他父亲都曾
告诉警方冀魁星冒充了赵伟刚的身
份，但无人采信。（3月30日澎湃新闻）
毒贩冀魁星冒用赵伟刚的名字，直
到被执行死刑也未得到纠正，真的“赵伟
刚”因此成了“活死人”，不管走到哪里，
只要使用身份证就会招来警察，然后是
一通麻烦的解释、澄清甚至要验血……
假如当初丽江相关部门在办案时认真履
职，就不可能出现后来的麻烦。
十几年前搞错毒贩名字的责

任，现在或许不好追究，但如何让这
种奇葩事以后不再上演，办案部门
必须反思。 马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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