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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临近，你的火车票有着落了吗？
今年“五一”假期火车票刚开始发售，部分热门车次就

频频爆出“秒光”。“抢票难”“候补难”多次冲上热搜。国铁
集团也数次回应公众，除了解释为啥会“秒光”，也“苦口婆
心”建议网友错峰出行。

多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或将攀上节假日客流历史
新高峰。

为何今年“五一”出行需求这么旺盛？在我国铁路高速
发展、出行方式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出行为什么还会出现

“抢票难”？

旅游热旅游热，，远比你想象的热远比你想象的热

“焦急等候十分钟，抢票还是一秒空。”这是今年众多网
友普遍的抢票经验。

由于各地火车站起售时间不同，很多网友早早定好闹
钟准备抢票，但往往是在短时间内就被售罄。以4月15日
开售“五一”假期火车票的杭州站为例，10时30分起售，到
当天11时就售出5月1日车票共计4.9万张，热门方向基本

“秒光”。
“五一”出行，主要是出游这一大刚需。而且，记者发现

今年的出游其实叠加了更多因素，远比一般想象的火热。
“国内游市场起来了。”浙江大学旅游研究所副所长周

永广告诉记者，近年来，从近郊游到周边游再到跨省中长途
旅，国内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去年以来，淄博、哈尔滨、天水
等城市相继走红，各地文旅局长出镜吆喝、隔空比拼，并纷
纷“走红”，就是最好的证明；多地也在趁机做大做强文旅产
业，旅游承接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国内游的性价比愈发显
现，这就形成了一种良好的生态。

携程发布的《2024“五一”旅游趋势洞察报告》显示，与
清明假期中短途旅行不同，“五一”中长线旅游成为主角，国
内长途游订单占比达到56%。

随着旅游市场快速复苏，文旅产业融合不断加深，产品
也在不断推陈出新，适合“五一”长假的深度游、沉浸式旅游
等多种旅游方式吸引着游客。

与一般旅游相叠加的，还有如春假等其他出行安排。
学生正是出游的重要群体。记者查询发现，中国人民

大学、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等高校，春假也与“五一”假期相连
或覆盖“五一”假期。

出行难出行难，，井喷式爆发考验多井喷式爆发考验多

“一不留神，票全没了。”浙江大学研一学生七七（化
名），早早计划好“五一”回老家青岛，但高铁票刚一出就被
抢空，无奈只能选择5月2日出发。尽管如此，直达的票还
是几乎售罄。

背后原因让他有些“自豪又无奈”：去年，淄博烧烤火爆
全网，今年“五一”前相关讨论仍旧火热。不少人买不到直
达淄博的票，就选择到青岛中转。最后，七七也只能选择中
转回家。

“与我们常见的如春节假日出行的相对稳定不同，“五
一”高铁出行难不仅量大，而且可能是突然井喷的。这种结
构性供需难题，想要在短时间内彻底破解，难度非常大。”浙
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轨道交通与地下工程设计研
究院副院长钟方杰告诉记者。

这种供需矛盾，也是当下“购票难”与早几年之间很大
区别。

在互联网记忆中，早年的“购票难”主要发生在春节假
期，其后才是国庆、“五一”等假期，因集中出行主要目的基
本是回家、探亲。

近十多年来，从国内游等相对短时的人口流动，到日益
增长的“跨城上班”、高铁通勤等时间更长、更频繁的流动，
中国人口流动的结构、模式在不断变化，人们的出行目的日
益多元化，出行需求日益增加。

“客流多，那就增开呗。”这是很多游客第一反应。确实
在以前，一到春节等假期，各种临时增开的班列比较早就会
出现。但现在并不完全如此。

“现在火车班次密度更大，车速更快。增开并不是简单
想增就能增。同时还涉及进出站口的秩序，地铁、公交等的
接驳，甚至包括车辆养护维修工作的安排。真可谓是‘牵一
发动全身’。”业内专家介绍，一般各火车站会在节前提早将
预估的客流量上报给地方铁路局，最后汇总到国铁统一安
排调度。

这期间对客流的观察、估计难度也很大。很多游客会
临时变更行程。退票、改签……尽管只是一个人的选择，但
叠加如此大量客流，就如“蝴蝶效应”，产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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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温泉吃着饭忽成泡温泉吃着饭忽成““画中人画中人””

朝阳区一家老字号小吃店从早忙
到晚，提供各类面点、小吃、炒菜。附近
的大爷大妈，尤其喜欢到这里来享用早
餐，面茶、炸糕、炸豆腐汤，吃的就是老
味道。可他们没注意到，就在点餐柜台
背后的货架上，一台手机连着电源，全
天不间断直播店内的用餐实况。

“直播？是电视直播吗？手机直播
是什么？没看过。”一个大妈慢悠悠地
离开小吃店，她不知道自己刚才用餐的
全过程都被拍摄下来，实时传送到直播
平台，供网友观看。

这家店用来直播的手机，距离店内
监控摄像头很近，手机拍摄的画面基本
也覆盖了全店。手机摄像头正对着点
餐柜台，基本上只要到店吃饭点餐，消
费者的正脸就一定会被拍摄到。

这家小吃店的直播，就是店内实况
直播，没有主播介入。在网络平台，直
播店内实况的餐馆多如牛毛。这类直
播的最大特点，就是直播画面里没有主
播出镜，主要拍摄店内环境、菜品和消
费者用餐情况。即便有主播，也是以口
播的方式介入。

北京某海鲜自助餐厅的直播，主播
在店内到处游走，一边拍摄一边介绍店
内的各种餐食，“家人们，咱们这边都是
无限畅吃啊，不限量。”直播画面中，不
断有消费者出现，很多人的正脸都暴露
在镜头下。

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消费者对此
类直播表达不满。“现在直播客人吃饭
的风气是谁带起来的？”“我就一边看手
机，一边吃饭，一抬头，看见直播镜头正
对着我。”“不对着自己拍，而对着顾客，
我吃饭所有的样子都被直播出去，想想
都觉得无语。”“客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一举一动都被展示出去，这不算侵犯隐
私吗？”

市民小马回忆说：“我今年春节期
间去泡温泉，在温泉游乐设施闲逛的时
候，看见有主播在不停地‘叨叨叨’直
播。我心想，现在这直播带货真是无孔
不入啊，但后来刷直播的时候才知道，
这个主播不是对着自己拍，是对着消费
者拍呢。”

网友们的质疑，已经在现实中产生
纠纷。今年3月底，西安有两名老人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店家拍下用餐画
面，并且上传到短视频平台。事后，该
视频被老人家属在刷视频时无意看到，
于是找到店家投诉，认为店家侵犯两位
老人隐私，反复协商后，店家删除了视
频。

去年 3 月，太原的胡女士，在理发
时发现自己出现在直播画面里，并且被
众多网友实时品头论足。胡女士不堪
其扰，要求发型师停止直播，发型师虽
然将镜头转向了别处，但嘴上不依不
饶，抱怨胡女士“太过迂腐”。

未成年人成了直播未成年人成了直播““小演员小演员””

餐馆、美发店、健身房等消费场所，
都是直播的高发场景。记者发现，有的
理发店，在直播过程中，直接对顾客“怼
脸”拍摄。而有的健身房，营业时间内
都在直播跳操的场景。

此外，旅游景区、儿童乐园，这类客
流量非常大的场所，也经常有对着消费

者拍摄的直播出现，尤其容易让未成年
人出现在直播画面中。

前门大街，游人如织。来自五湖四
海的游客，把注意力集中在观光和购物
上。他们很少注意到人群中，那些举着
手机、来回走动、边说边播的主播们。
从直播画面中看，主播们有些以自己为
主体，只以前门大街为背景。而有些则
完全不出镜只出声，将镜头对准游客。

“家人们，咱们不玩虚的啊，都是实
在价格，全程四星标准酒店。”有主播将
手机架在街边，不停地推荐旅游产品，
路过的游客，全都收进了她的镜头。不
止前门，还有什刹海、故宫、环球影城等
热门景区，都有借助直播游客画面、推
荐旅游产品的主播出没。从直播画面
中可以看见，有些游客会好奇地扭头看
一眼直播镜头，发现自己正在被拍摄，
又迅速转身离开。

在大兴区一个儿童乐园入口，从早
上 8 点多钟开始，主播就对着门直播。
每一个入园游玩的孩子，都会被她拍
到。主播不厌其烦地推荐着乐园的套
票，“咱这儿有两大一小套餐啊，家人们
可以留意一下。乐园里有萌宠、有过山
车，套票全含，畅玩。”

还有的儿童乐园，将直播镜头对准
乐园内标志性的设施，很多孩子在此留
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直播出
去。有的室内乐园，主播拿着手机，在
乐园里流动直播。不知情的孩子们，欢
快地在镜头前跑来跑去。

早在 2021 年的“清朗行动”中，中
央网信办就明确指出，严禁 16 岁以下
未成年人出镜直播。网络平台自身也
有关于未成年人出镜直播的管理要求，
如违规将遭封禁等处罚。

引流效果让商家引流效果让商家““欲罢不能欲罢不能””

“哎呀宝子们，我马上要下播了
啊，孩子们开始多起来了，未成年人是
不能出现在镜头里的，不然平台要罚
我。”记者查看某儿童乐园直播时，主
播很清楚地知道，未成年人不适合出
现在直播镜头里。但第二天，该乐园
的直播，依然在继续，镜头还是对着孩
子和家长们。

在直播带货盛行的当下，一场直播
带来的引流效果，让商家欲罢不能。有
直播服务商，在推荐自己的直播套餐时

明确表示，实时场景的直播，可以帮助
商家实现线上流量向线下流量的转
化。以一家小餐馆为例，每天常态化直
播6小时，连续直播一周，就能增加9万
多元的交易额。

在一家提供直播解决方案的公司
官网上，记者看到另一种的直播方式

“监控直播”，顾名思义就是把监控拍摄
到的内容通过直播的方式，展示出来。
该公司强调，“监控直播”是 24 小时在
线，所以观众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看到，

“监控本来也是景区必不可少的安防设
备，如果能把监控接入到直播，为景区
做宣传推广，何乐而不为呢？”

该公司展示的“监控直播”，有的是
对准空旷的山野，有些则不可避免地拍
摄到游客。而且，在公司官网的展示页
面上，还能看到几所幼儿园教室内的监
控画面。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
八条：“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
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
的肖像。”

第一千零一十九条规定：“未经肖
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
权人的肖像……”

近日，江苏省消保委联合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院发布了《2023年度全省消费
维权典型案例》。其中的“案例十”，就
是消费者起诉商家未经自己允许，将服
务过程视频发布到互联网上，侵犯其肖
像权、隐私权、名誉权。法院认为，商家
行为构成对消费者肖像权的侵害，判决
商家在社交平台上致歉 10 日，并赔偿
消费者精神损害抚慰金 1000 元等损
失。

江苏省消保委认为，部分商家未征
得消费者同意就直播诸如健身、就餐等
消费者个人形象突出的消费场景或者
擅自制作成短视频上传至平台进行商
业宣传，实则是将消费者异化为引流工
具或免费广告，模糊了商家经营自主权
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边界，在涉嫌侵犯
消费者肖像权的同时，还可能泄露消费
者的行踪隐私、面部信息，带来不确定
的风险，特别是在生物识别技术广泛应
用的当下，面部特征、指纹信息、行动轨
迹等个人画像特征极易被抓取，一旦被
不法分子利用，将给消费者的人身财产
安全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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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购票难为何频上热搜

理着发、健着身、逛着街……却成为别人的引流工具——

下下馆子你可能入镜馆子你可能入镜““被直播被直播””

正吃着饭、理着发、健着身、逛着街，却发现自己出现在网络直播画面中。这是什么情
况？

和主播带货直播不同，现在有些商家把直播镜头对准正在餐馆、美发店、健身房、景区
等场所消费的普通人。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引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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