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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生活周刊

深度透视

□本报记者 耿晓筠

猪年岁末未至，鼠年生
肖邮票、生肖券已迫不及待
登场了。本月15日，由中国
印钞造币总公司与中国集邮
总公司合作开发的《子鼠开
天》2020庚子鼠年生肖纪念
券正式“亮相”。据悉，这是
继去年《五福齐聚》己亥猪年
生肖纪念券后，第二款生肖
纪念产品。

据珠海市集邮协会负
责人介绍，在鼠年生肖券

“亮相”前，备受市场关注的
鼠年生肖邮票已经登场
了。《庚子年》特种邮票延续
第四轮生肖邮票的创作理
念，采用小写意装饰画法。
邮票第一图为“子鼠开天”，
一只形象可爱的老鼠腾空
跳起，抬头望天，奋力咬破

混沌，寓意民间传说中的
“鼠咬天开”，同时老鼠跳跃
的姿态也寓意鼠年生活节
节高之意；第二图为“鼠兆
丰年”，两只大老鼠带着萌
动可爱的小老鼠侧身远望，
身边是寓意丰收的花生，表
情欢喜、得意，寓意2020年
五谷丰登，生活幸福美满，
也包含鼠到福来含义。

本次面世的《子鼠开天》
庚子鼠年生肖纪念券是新一
轮生肖纪念券开门之作，纪念
券上的“主角”与生肖邮票上
的小老鼠是同一个。以“鼠咬
天开 洪福齐天”为创作设计
主题，正面主图采用艺术家韩
美林先生为生肖邮票设计的
《子鼠开天》，以活泼可爱的小
老鼠为主景；背景以五谷宝
瓶、云纹、水纹、生肖甲骨文为
元素，烘托出“开天引福”和

“五谷丰登”的气氛。背面主
图采用书法福字和“石榴、桃
子、佛手”的“三多”图案，象征

“多子、多寿、多福”，满载美好
寄语。背景饰以如意、葡萄、
蝙蝠等中国传统吉祥纹样，寓
意丰谷之年福寿三多。

据悉，鼠年生肖邮票和
纪念券藏品将于明年1月5
日生肖邮票发行当日同步上
市。珠海集邮协会专家介绍
说，今年初在发行《五福齐

聚》己亥年生肖纪念券时，五
只萌萌哒的“小肥猪家庭”瞬
间征服了许多珠海集邮爱好
者的心，《己亥年》生肖邮票
和《五福齐聚》生肖券的图稿
也是出自艺术家韩美林先生
之手，这让许多集邮迷对鼠
年生肖券多了几分期盼。第
四轮生肖邮票通过深挖文化
理念，以“家”的核心概念，将
生肖的形象特点与中国人的
家国情怀巧妙结合，赋予生
肖形象以“合家欢”的生动设
定。鼠年邮票和生肖券除了

“颜值”可期之外，还有满满
的“真材实料”值得收藏：该
套邮票使用两项升级工艺，
一是首次运用了激光雕刻制
版技术，在雕刻精度、细节表

现方面全面升级；二是首次
使用无色荧光油墨，表现了
太阳一跃而出的效果，展现

“鼠咬天开”的画面。而生肖
券则采用印钞造币行业独有
的高触感凹印技术，非常生
动立体；同时，采用的精密激
光微孔防伪技术属首次亮
相；全新的高清水印集成技
术，更让画面栩栩如生；书法

“福”字内部的凹印微缩文
字，则独具匠心；如意云纹图
案采用光变油墨，光变幻彩；
背面的无色荧光图案映射生
肖邮票元素，交相呼应；创新
引入“星空图”概念，集齐十
二生肖纪念券即可拼成“星
空天体图”，也为纪念券增添
新的魅力。

生肖邮票、生肖券登场

鼠年藏品抢先看

鼠年生肖邮票。（资料图片）

鼠年生肖纪念券。 （资料图片）

新华社深圳 11 月 19 日电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 18 日公布
《深圳建设交通强国城市范例行
动方案（2019-2035年）》并征求
公众意见，按照《方案》，预计到
2035年，深圳到粤港澳大湾区核
心城市核心区实现半小时直达；
泛珠三角区域主要城市高铁直
达率达90%；深圳机场国际及地
区旅客吞吐量占比达到1/4。

依据《方案》，深圳计划形成
多向贯通的对外铁路通道格局，
并争取纳入国家相关规划。着
力打造京广深港、赣深、贵广-南
广、沿海（厦深）、珠江-西江五大
铁路走廊，完善“南北终到、东西
贯通、互联互通”的高铁通道布
局。

增强深圳国家铁路枢纽功
能。优化“五主四辅”铁路枢纽
布局，规划新建西丽、机场东综
合交通枢纽，预留城际铁路、城
市轨道等多层级轨道接入枢
纽。推动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汕
高铁站规划建设。

区域交通方面，《方案》提
出，创新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发
展，与周边城市共同推动城际铁
路建设，加快珠江东岸中南虎城
际等8条城际铁路规划建设；创
新都市圈轨道规划建设审批机
制，由深圳联合周边城市共同编
制都市圈轨道交通规划，并探索
建立深圳主导的城际铁路项目
审批制度。

在航空方面，《方案》计划到
2022年，深圳机场国际及地区旅
客吞吐量比重达到 12%，2035
年达到25%。为此，深圳将推进
机场扩容升级，打造面向亚太、
辐射全球的大湾区核心国际枢
纽机场。还将打造具备较强国
际竞争力的基地航空公司，积极
引导开通战略性远程航线，深耕
国际重点航线，提高国际航线中
转比例，实现深圳与世界主要枢
纽城市的连通，打造面向亚太、
连接欧美澳、衔接“一带一路”的
航线网络。

此外，深圳计划建成轨道都
市，到2035年，全市绿色出行分
担率超过85%，全市轨道站点10
分钟步行范围可覆盖的居民比
例达到70%，基本实现交通公共
服务均等化。

《方案》还提出，计划 2035
年将深圳建成全球交通科技创
新中心。智能交通、先进交通装
备研发能力全球领先，交通类国
家重点实验室数量增至5个，交
通设施数字化及指挥管理率达
100%。

深圳建设交通强国城市范例

2035年
到大湾区核心城市
半小时直达

“双11”过去了，天量的
交易额及消费者的参与热情
令人震撼，再次印证互联网创
业创新的力量。然而，肯定之
余，也有一些人们不愿意看到
的情形，在持续、在发酵、在衍
生弊大于利的后果……

现实中，除几家互联网
头部公司取得巨大商业成功
之外，不断有互联网平台被曝
失败：部分长租公寓公司“爆
雷”，给租客和房东带来重大
损失；P2P行业的关停、清算、
洗牌；共享汽车的运行机制尚
未理顺、共享单车过度扩张的
后遗症还在延续……

与此同时，打着互联网
科技创新的旗号，行侵犯用
户隐私之实的案例也不少
——利用爬虫技术窃取用户
隐私数据；网络诈骗花样翻
新；自以为壁垒森严的“刷
脸”技术，被几位小学生用打
印的照片轻易破解；“我的脸
谁做主”，引发公众对信息安

全的担忧，有机构强制应用
“刷脸”技术被告上法庭……

时下，人们更多地关注
互联网商业模式给生活工作
带来的便利，对传统商业模
式的颠覆而取得的巨大成
功，却忽略了其背后带来的
巨大隐忧。

传统商业模式的成功，
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获
取用户资源，往往是靠口碑
相传，商业规模相对较小，客
户多集中在本地。即便商业
体运营出现问题，影响范围
也多集中在同一个地区，一
旦用户利益受到侵害，想要
维权也更为有的放矢。

相对而言，借助互联网
的商业创业暗藏更大的商业
风险。大鱼吃小鱼，快鱼吃
慢鱼，新技术层出不穷，造概
念漫天飞舞。有些用户不明
就里，就被所谓的互联网公
司忽悠地投入全部身家；有
些用户触“网”不久，就深陷

其中。
一些所谓的互联网创新

模式，变成了薅客户羊毛的
收割机，其中潜藏的巨大商
业风险隐患，让用户的血汗
钱去试错、去埋单，受害者还
经常陷入维权无门的窘境。

新技术衍生新模式，本
身无可厚非，但有一种现象
值得注意，那就是所谓商业
新模式往往由企业单方面提
出，用户与平台方之间存在
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用户缺
乏应有的知情权、参与权、表
达权、监督权。不少新技术
的应用、新商业模式的推广，
都缺乏有效的社会风险评
估。

这样的结果是，一旦出
了问题，风险几乎都转嫁给
用户承担。甚至出现一些打
着互联网创业旗号的公司，
假借创新之名，却行诈骗之
实。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带

来了新改变，也引发了新问
题。与平台方相比，用户显然
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为保护广
大用户的合法权益，人们不禁
思索，是否可以考虑引入适当
的评估机制，改变当下“成功属
于互联网企业、失败属于互联
网用户”的局面呢？一种新型
互联网商业模式，在推广落地
时，是否应该受到相应的规范
制约？是否应当引入必要的部
门监管，为其稳定发展保驾护
航呢？

在互联网新兴商业模式推
出之前，引入必要的考察机制，
充分探讨新事物可能存在的风
险。这样的方式，也值得我们
借鉴学习。互联网商业模式，
已深度影响普罗大众，任何一
项事关广大用户的新技术推
广、任何一个直接吸引公众参
与的项目，都应慎之又慎，试错
成本都让用户埋单之弊当休
矣。

据新华社电

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花样繁多

别让用户为试错“埋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