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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泉差的
不只是产品质量

近日，杭州张小泉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因
组织内部人员刷单，虚
假交易后作出虚假评
价，构成虚假宣传，欺
骗、误导消费者行为，
被杭州市临平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罚款 25 万
元 ，处 罚 决 定 日 期 为
2023 年 11 月 13 日。

组织员工刷好评被
罚 25 万元，这算是张小
泉“拍蒜断刀”事件的一
个出人意料的后续。

在“拍蒜断刀”事
件指向其产品质量问
题时，张小泉对舆论关
切 的 回 应姿态难言诚
恳，而接下来，为应对由
此带来的影响，张小泉
不惜组织员工刷好评，
显然是错上加错。这般
操纵消费者评价，以达
到欺骗、误导消费者目
的的不堪行为，与这家
行业头部企业长期以来
致力构建的形象，显然
格格不入。可以想见，
这样的“丑闻”曝光，恐
怕比“断刀”对企业形象
的影响还大得多。

在互联网电商时
代，企业刷好评的现象
并非孤例，相关监管部
门也早就要求加大对
此 类 现 象 的 打 击 力
度 。 如 早 在 2016 年 ，
国家相关部门就出台
规定明确，严厉查处网
络虚假违法广告、虚假
宣传等网络交易违法
行为以及网络虚假认
证、刷单炒信等典型涉
网消费欺诈行为。但
值得注意的是，与之前
曝光的刷好评现象多
委托第三方操作不同，
张小泉是直接组织员
工 参 与 ，还 美 其 名 为

“内部福利”。
就张小泉的发展轨

迹来说，这家企业的“沉
浮”，显然对其他企业还
有着更大的警示价值。
就在不久前，商务部等5
部门发布了中华老字号
的复核结果。其中“张小
泉”被列为附条件通过，
需要按照当地商务主管
部门的整改要求进行整
改，整改结果到位方可被
批准“通过”。也就是说，

“张小泉”能否保住老字
号，目前来看都还存在着
相当的不确定性。

可以说，从屡陷断
刀风波，再到刷好评被
罚，张小泉需要修炼的
并不只是质量课，更有
面对消费者的真诚态
度。如果这一点缺失
了，再好的产品，恐怕
也无法重新挽回消费
者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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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公交游中国，火了，但也
有不少非议，认为刘华强此举

“吃力不讨好”。有些评论认
为，只需要花一个小时搭乘动
车的行程，偏要花三四天搭乘
公交，不值得；而刘华强一路出
行，即使搭乘票价低廉的公交
车，每天加上食宿，可能也要两
三百块钱，划不来。

然而，在刘华强看来，并非
这样衡量“坐公交游中国”的意
义。在凌晨三点的成都，他搭上
了成都唯一一辆通宵运营的公
交车：夜间9路。刘华强开着直
播，以为起点站只有自己的时
候，一个代驾小哥骑着自行车赶
上了这班车。

夜间9路向终点站开去，一

路上车辆行人寥寥无几，随着
车往前开，他看到半夜才下班
的人，看到凌晨出摊的早餐车，
看到晨跑的人，看到开始忙碌
装货的货车，直播间的人越来
越多，“400 多个人说要陪我坐
到终点。”

夜间9路到终点站时，车上
加上刘华强只有14个人。在疆
土辽阔、地大物博的这片土地
上，每天有万千种事情在同时
发生，有亿万生灵各自生活。
搭着公交车游中国，更是坐在
慢悠悠的公交车上，好好看一
看中国。

“我小时候就天天看新闻，
各种事情都了解一点，出去了
才发现，其实不一样。”刘华强

随即解释道，“公交游中国不是
点对点的旅程，而是通过公交
将一个个城市像一条线一样串
联起来。”他举了个例子，2016
年他到山西出差，只在两个城
市间往返，当时对山西印象很
差，后来搭乘公交经过山西时，
他发现“不少县城看起来虽破
破烂烂，但公交车却是免费的，
很不容易”。

路线、地名、风土人情，经
由公交游，逐渐鲜活起来。这
时，刘华强不单只是为了验证
路线可行性而搭公交车了，他
还想更多体验各色风景。

山东济宁的 C621A 路，是
刘华强搭过的最长的公交线
路，全程近 120 公里，3 个多小

时路程；单站最长的公交在重
庆，974 路公交车有一站开了
20 多公里。公交车不断往前
开，线路不断发展延伸，刘华强
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地域
间的差异特别明显，比如珠三
角地区水多，很多村子叫涌，到
了山东，村子又成了庄。”

人，也是刘华强经常提到
的。为了经营好账号，也为了
让一路行程不孤独，刘华强坐
公交车时经常开着直播，最多
时，有五万多人陪着他。有人
给他买水买饭，有人给他指点
路线，也有人专门到下一站逮
他，更多的人，会随着公交车的
前进，评论说“旁边是我经常吃
饭的地方”“往前就是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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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强，今年32岁，是一名
互联网创业青年，他因公交游
中国而火，但起初他并非公交
迷，平时多出差，但很少坐公
交，对公交车的型号、线路等都
很模糊。

2020 年，刘华强在四川成
都工作，有个老乡从老家眉山市
仁寿县过来找他，素日往返两
地的客运大巴票价 33元，但因
四川建设天府新区，两地开通
了公交线路。这一回，老乡只
花了 6元，坐着公交车就来了。
这种差价让刘华强很是惊讶，再
加上他一直想经营好社交平台，
让自己也火一把，由此启发了他

“公交游中国”的念头。
起初，刘华强试图找出从

成都到北京的公交换乘路线
图，但无果，他将目光放到更为
繁华的东部地区，利用更为发
达的公交交通脉络，梳理出从
上海到北京的公交换乘路线
图。2020 年 7 月，刘华强将这
份路线图放上网络，短短几天，
播放量就过了百万。

同一年，为了验证路线的
可行性，刘华强正式踏上“公交
游中国”的旅程，从上海出发，
去往大连。到底有没有公交
车，能够串联起路线图，成为这
个阶段刘华强最大的关注点。

“我第一次出去的时候，什么都
是未知的，只是在网上查了一
下线路，觉得应该可行，但你不
确定到了那个地方，到底有没
有那辆公交车。”刘华强回忆
道，“一开始对公交车也没那么
多了解，觉得至少半个小时我
应该能等到一趟车吧，但实际
上会发现可能那个地方一天里
就只有一班公交车。”

刘华强发现，地图上查线
路也不一定靠谱。他一路搭公
交车走到山东威海的一个乡村
里，却一直等不到路线规划中
的那辆 636 路公交车。“最稳妥
的方法还是给公交公司打个电

话。那一天正好在修路，公交
路线就变了，我不知道，就一直
等，正好中午饭点，我就往热闹
点的地方走了几公里去吃饭。”
刘华强说道，他吃了盘饺子，又
等了一两个小时，还是没等到
车，只好打电话问问，“很巧的
是，那趟车就在我吃饭的时候
走了。”

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在
刘华强发布的视频里，不仅能
看到繁华都市里亮丽干净的公
交站台，也能经常看到，他在某
个乡村的路口等待，黄土路，简
陋的站牌，人烟寥寥，偶尔一群
小羊路过，再远点就是农田。

为了证明“公交游中
国”的可行性，刘华强之前
会坚持一个原则，只坐公
交车：“如果没有线路号，
也不是公交车的车型，票
价又很贵的那种车，比如
大巴或者乡村客车，我都
是不坐的。”为了这份执
着，他也吃过苦头。在福
建宁德，成片的山区，没有
公交车，刘华强硬是拒绝
了所有顺风车，徒步爬了
10多公里山，罕见人烟，后
来开了直播求助，才有附
近的朋友开着皮卡车把他
送到火车站。

三年下来，刘华强已
验证了“公交游中国”的
可行性，从想法到现实，
背后也反映出了我国在乡
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区域
一体化发展方面所作出的
努力。2020 年，刘华强试
图找出从成都到北京的公
交路线图，无果，才转而把
起点定在了上海。“在繁华
发达的地区，很早实现全
域公交一体化，乡村的公
交车都是村村通。而四川
很多县城以前是没有公交
车的，靠出租车、人力三轮
车或者乡村小巴。”刘华
强提到。

公交路线日益完善不
仅 是 趋 势 ，也 已 成 为 事
实。“可能十年以后，坐公

交游遍中国大家已经不觉
得是一个稀奇的事情了，
因为全国的公交交通脉络
基本上都通了，都串联起
来了。”

2020 年，刘华强曾坐
公交从武汉到上海，今年，
他又更新了这条路线的公
交车换乘方案。三年间，
很多地方的路线发生了改
变，刘华强的想法也悄然
转变，他不再一味执着于
在行程中只坐公交车，“已
经 过 了 想 要 证 明 的 阶 段
了，很多路线都如数家珍，
也不想走重复的路线，已
经没有新鲜感了，也会搭
一搭乡村小客车，和一些

‘慢火车’。”
2023年 8月，刘华强开

始了从成都到北京的公交
游路线。秦岭山脉横跨在
四川广元和陕西宝鸡之间，
考虑到安全和经济效益等
因素，两地之间还未开通公
交车，刘华强搭上了有“公
益性秦岭小慢车”之称的
6064次列车。

“车走得很慢，要近 12
个小时，有时候铁道两边就
是菜地，一路上走走停停，
途经的小站就跟家里一个
小门一样，安检也是人工翻
一翻包，中途停车还有小贩
上来卖菜卖水果，特别有意
思。”刘华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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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游中国的“探路者”
从澳门到北京，一共要换乘226趟公交车、途经5345个站台……

刘华强的极致体验引发大量关注

乘坐公交车，从
澳门出发，一路向北
抵达北京，需要花 71
天，换乘 226 趟公交
车，途经 100 多个城
市、5345个站台。这
是刘华强发布的公交
游中国路线中最引人
关注的一条。

从2020年起，刘
华强陆续发布从上海
到 北 京、上 海 到 大
连、杭州到西安等行
程的公交换乘路线
图，他也因此被称为
公交游中国的“探路
者”之一。对于刘华
强来说，起初，这是一
场实验：只坐公交，能
不能实现跨城、跨省
运行？后来，这成为
一种体验，“出去就
会有故事，不出去永
远不会有故事。”他
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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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凌晨 5 点，袁树
雄突然从睡梦中醒来，头疼欲
裂。他总觉得抑郁症离自己
很远，但这种“脑袋要炸了”的
感觉如此真切，他不由得开始
担忧自己能否承受住如此大
的压力。

这一压力源于他即将在11
月26日举办的个人演唱会。这
场演唱会是袁树雄走红后举办
的第一场演唱会。这是一场全
免费的演唱会：从灯光音响到
舞台搭建，筹备这场演唱会总
共花费了五十多万元，除了赞
助商的出资，其余由袁树雄自
掏腰包；粉丝报名抽票，到现场
还免费送一瓶水。“最主要是想
回馈我的粉丝，也是想告诉大
家，我并不是只靠一首歌走红，
演唱会上的歌曲几乎全部都是

我的原创。”
开放报名后，所有门票在

两天内被粉丝领取完，但演唱
会场馆传来消息：由于安保需
求，座位数量要砍掉 10%。这
个消息对袁树雄来说犹如晴天
霹雳：入场人数突然缩减，派出
去的一部分票要作废，这将让
他在众多粉丝面前“说话不算
数”。“不知道粉丝会怎么说
我”，想到可能会由此引来非
议，袁树雄语气焦虑。

对于袁树雄而言，“一夜爆
火”后，如何处理与大众关注的
关系，是他至今还在学习的课
题。他自己出身基层，每次出
门巡演遇到有人要求签名合影
都会亲切配合，但他不理解，为
何还有那么多“黑粉”在网络上
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有的人在

他的直播间里无端谩骂，还有
人在他的照片上 PS 了一只死
老鼠……

面对这些不礼貌的声音，
袁树雄开始并不在意，然而，质
疑的声音仍源源不断，甚至有
人质疑他不够资格被称为“袁
老师”，袁树雄忍不住回怼：“我
教了 100 多个弹吉他的学生，
学生中有两个拿了奖，怎么不
能被称为老师？”

尽管有时忍不住回怼，但
已过天命之年的袁树雄心态基
本能保持平静，“今年都是‘夹
着尾巴’做人。我从基层出
来，好不容易有今天，真的很
珍惜，而且已经 50 多岁了，早
就过了狂妄的年龄，哪怕现在
突然没有演出，也一点都不觉
得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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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红以来，袁树雄几乎每
天都在赶演出。与大众所以为
的不同的是，他参与大部分演
出都是公益行为：从部队慰问
演出，到消防宣传演出，再到禁
毒宣传演出。由于演出为公益
性质，袁树雄有时连来回路费
都要自己支付；演唱会的筹备
工作更让他绷紧心弦。

高强度的工作，让袁树雄
无暇像以前一样悠然地享受生
活。他的音乐工作室位于隆回
县农村的一处自建楼里，走红
前，他养了两条狗和一池子金
鱼，院子里还散养着二十多只
鸡，闲来无事时，就和几个朋友
坐在院子里喝喝茶聊聊天。

“今天早上我还在想，为什
么要这么去拼？何况还有那么
多不礼貌的人在讽刺和挖苦
我。”与以往视频中的正能量不
同，在11月 19日发布的一条短
视频里，袁树雄罕见地表达了
自我怀疑。但随后他自问自
答：“想了一早上，始终想不出
答案，也许这就是一份情怀和
一份责任吧。”

在袁树雄看来，伴随着自
己的名气而来的，是越来越大
的社会责任。“我经常和小朋
友说，长大之后要做一个对社
会有用的人。现在我既然这么

‘有用’了，就要把这个用处用
起来。”因此在涿州水灾期间，

袁树雄专门联系当地媒体，询
问灾情最严重的村庄所在位
置，除了捐赠消毒水、方便面
等应急物资，还以个人名义捐
了 20 万元现金。他不怕别人
议论他“高调”，“大家都不露
富，社会公益谁来做？假如谁
都愿意捐 20万，这个社会会更
幸福。”

在自己居住的村庄，袁树
雄还打算自掏腰包建起乡村直
播大舞台和村 BA 篮球场。他
希望自己的故事能给更多人带
来力量：“很多三四十岁的人创
业失败了、家庭破裂了，但若他
们看到 50多岁的我都能成功，
也就有力量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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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歌唱响一座城的袁树雄：“夹着尾巴”做人
文/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谭洁文 实习生 董宣辰

隆回火了，不是偶然
——当地本就有优质的旅
游资源。据隆回县委宣传
部负责人陈斌介绍，乘着
《早安隆回》的东风，隆回
县投入了 3 亿元资金大力
发展旅游业，深入挖掘民间
文艺文化、花瑶民俗文化、
年画非遗文化等资源，致力
于打造文旅融合产业链。
十一期间，隆回全县共接待
游客113.96万人次，实现旅
游总收入 79772 万元，与
2022 年国庆同比分别增长
99.05%和106.55%。

隆回县政府目前正在
致力于继续耕耘隆回县的
文化土壤，让这片土壤上
的 人 自 由 发 展 。 陈 斌 表
示，培育文化土壤，关键在
立足实际，深化改革体制
机制。“我们（县）的一些基
层文化设施，还是有很多
空缺的。只有把机制性的
东西搞起来，才可能孵化
出更多像袁树雄这样的人

物，创造出更多（优秀的）
文艺作品。”

目前，隆回县正在着力
补短板、强弱项，开展了

“送教上山”“文艺进课堂”
等一系列活动，加快推进农
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为隆
回 文 化 事 业 深 耕 优 质 土
壤。培育文化土壤，民间力
量同样必不可少，一年一度
的“村晚”就是隆回民间艺
术的典型代表，也是隆回民
俗文化的亮眼名片。

“为什么我能够创作出
《早安隆回》这样的作品？
因为隆回的文化氛围、文化
土壤确实得天独厚。”袁树
雄这样说。村村办晚会，人
人把舞跳，折射出隆回人民
幸福指数不断提高的美好
生活，也蕴藏着隆回“以文
促旅”背后的成功密码。亲
自来到隆回，感受这里的风
土人情，或许你就会明白这
座小城为何能够承接住这
么大的流量。

隆
回
的
流
量
密
码

去年12月底，由歌手袁
树雄创作的歌曲《早安隆
回》凭借其催人奋进的旋律
和直白纯粹的歌词，配以梅
西夺冠庆祝的视频风靡全
网，创造了超过200亿次播
放的音乐奇迹，也让更多人
将目光投向这座美丽的山
水小城——隆回。

在距《早安隆回》爆火
近一年后的 11 月 20 日早
上，羊城晚报记者在袁树雄
位于隆回县桃花坪荆枝村
的家中见到了他。这是一
栋三层小楼，在成名前，袁
树雄曾贷款48万元将其建
成。走红后他还清了贷款，
但却没有时间享受小楼里
的生活——今年以来，他几
乎每天都在演出，其中大部
分还是公益性质的；采访前
一天晚上，他刚从海南演出
归来，当天早上又要奔赴长
沙准备11月25日的免费演
唱会。

“我经常在想，为什么
要这么拼？何况还有那么
多‘黑粉’在挖苦我。”与记
者对话时，袁树雄眉头紧
锁，语气疲惫。他的院子里
落叶满地，晾衣绳上晃悠着
昨晚回到家后匆忙洗晾的
两件衣服。但，他很快舒展
了眉头，“我有对隆回的责
任，对粉丝的责任。我总
说，要当一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现在就要把这个用处用
起来。”

袁树雄在他的音乐工作室

▲ 一 张 张 车 票 似
在诉说路上的坎坷

▼刘华强一路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