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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虾米沦为“虾米”
陶凤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人生就是不断地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
你们好好告别。”这句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经典台词，
用在现在的虾米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虾米音乐将于明年1月关闭”， 这条来自业内的消息，官
方一直未下场辟谣，如今依然在网络上余波荡漾。伤心的粉丝
们，甚至喊出众筹的口号，表达对虾米的难舍。大家都不想告
别，但又心知肚明，即便不是此刻，虾米音乐也不会陪伴大家
太久了。

小众歌手和独立音乐人，这些音乐圈“小鱼小虾”曾在虾
米的池塘里风生水起，他们与平台气味相投、秉性相吸、彼此
成就，一起制造出独特的粉丝黏性和音乐氛围，呈现出小而美
的独立状态，被很多资深乐迷喜爱。

2013年，本是虾米命运转折的高光时刻。这一年，虾米音
乐被阿里收入囊中。此后一年，独立音乐人大行其道。庞麦郎、
马頔、宋冬野、尧十三、痛仰乐队、声音玩具等独立音乐人相继
引爆乐坛。

这原本应该是一个资本加身、神仙打架的开挂故事，几年
后看起来却像是虾米掉入深渊的开始。从被选择的那一刻起，
虾米便“我命不由我”的流浪。一边被“懂它”的人不食人间烟
火地热爱着，一边被生存的柴米油盐围困着。

大量小众乐迷依然在此狂欢， 好像末日永不来。 日系摇
滚、G-Funk、金属乐、Progressive�House等都能在虾米上找到共
鸣。他们自视处在音乐鄙视链的顶端，相信“我就是我，是颜色
不一样的烟火”。

粉丝是天真的，他们希望音乐的归音乐。音乐之外，生存
是现实的，窘境步步逼近，慢慢耗尽了资本的耐心。C端收费
难，B端版权开销大，入不敷出，这种又颓又丧的处境，让阿里
开始嫌弃虾米音乐。

“双11”前后，不少淘宝88VIP会员都会发现，这张会员卡
同步赠送网易云音乐黑胶VIP会员。讽刺的是，阿里的新宠恰
是虾米的对手。资本选择虾米，又放弃虾米。网易云会不会成
为下一个虾米很难说，但虾米已经没有退路了。

2018年，“双12”当天，本是阿里的庆典。这一天，腾讯音乐
正式登陆纽交所，让阿里在自己的节日里笑不出来。

版权意识缺失，消费者不习惯付费，音乐人生存艰难，一
直是音乐行业长年积弊。腾讯用强大的版权收割，撬开了8亿
用户口袋。从此之后，这些用户被套牢，找不到另一片版权丰
满的天空。而这个互联网音乐的大时代，除了第一，还是第一。

现在看，输掉版权大战，不是阿里输给了腾讯，而是虾米
输掉了自己。在这里，滑板鞋之后，再无“约瑟翰-庞麦郎”，赵
雷之后，再无“我们的时光”，梁晓雪唱着“时间没能解决的问
题”，李志的记忆还停在“郑州”，马頔的故事留在了“孤岛”。

十年一场空，虾米最终沦为“虾米”。

京沪地铁“双城记”

延庆线开通运营 冬奥“交通经济圈”成型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王晨婷）12月1日6点，
G8881次复兴号列车从北京清河站出发，26分钟后

抵达京张高铁延庆站，标志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

重点配套交通基建工程———京张高铁延庆线正式

通车，市区到达延庆时间缩短至半小时。延庆线与

去年底通车的京张高铁一起，构成北京市区往返

2022冬奥会延庆赛区的高效便捷通道。冬奥“交通

经济圈”基本成型。

据悉，铁路部门安排北京北（清河）站至延庆站

开行旅客列车5对，经由京张高铁、延庆线运行，其

中北京北-延庆2对、清河-延庆3对。

北京商报记者在12306官网看到，北京北站至

延庆站最快仅需40分钟，最低票价为35元，清河站

至延庆站最快仅需26分钟，最低票价为22元。

延庆线自京张高铁八达岭西线路所引出，终点

至既有延庆站。延庆线线路全长9.33公里，其中桥

梁长度2.6公里，设计速度为160公里/小时，设延庆

站1座车站。

延庆站新建站房同步投入使用。据通州车务段

相关负责人介绍，延庆站新建站房设计整体为高山

流水造型，房顶整体流线仿照滑雪赛道设计，贴合

冬奥会理念，是延庆区重要的交通换乘中心。建筑

整体面积14951平方米，候车室面积2400平方米，

最多可容纳旅客1500人，座椅708个。北京客运段

列车长杜薪敏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延庆区比北京

城区温度要低，我们在列车上也准备了暖手宝等，

供老人、孩子使用，此外也有针对箱子的防滑措施

等，为旅客提供配套服务。”

此外，延庆站同步接入S2线市郊列车，每周2、

3、4黄土店到延庆开行3对，5、六、日、1开行4对。

“原本从市区到延庆大概得两个小时，尤其

遇到特殊天气高速封路的时候，会很不方便，

高铁则解决了这些烦恼。”家住延庆的刘先生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延庆线开通后，将有效加强

北京市区与延庆间经济联系，改善沿线地区轨道

交通运输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延庆、张家口是2022冬

奥会三大赛区。此次延庆线的开通，进一步畅通高

效联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赛区。据北京市重大项

目办此前消息，延庆冬奥村按照计划将在今年底实

现完工，于2021年8月达到赛事接待条件，赛后将

作为休闲度假酒店向社会开放。

作为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之

京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于去年底开通的京张高

铁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重要交通保障设施。北京

到张家口赛区旅行时间缩短到50分钟，解决京张

地区的交通瓶颈。其中，在下花园北站引出崇礼铁

路至太子城站，通向崇礼的多家雪场被称为“滑雪

专列”。

不过，今年11月17日，京张高铁崇礼支线列

车表示，不再允许随身携带长宽高之和超过130

厘米的雪具乘车，有需求的雪客可花费最高128

元，购买雪具快运服务。此举引发众多滑雪爱好

者的不满。多名滑雪爱好者认为，130厘米以下的

雪具非常少，国外也有不少成熟运营的滑雪专列

案例，不存在安全问题。据了解，崇礼多家雪场已

经以崇礼滑雪协会的名义写了报告，请有关部门

出面，向高铁运营方反映，但还没有得到明确的

答复。“冬奥交通圈”已然成型，但冬奥理念的普

及还需时日。

脱贫人口超2000万 我国生态扶贫目标完成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刘瀚琳）12月1日，国
新办就生态扶贫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副局长李春良表示，目前我国通过推进生态

补偿扶贫、国土绿化扶贫、生态产业扶贫和定点扶

贫县脱贫摘帽，全面完成生态扶贫各项目标任务，

助力200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增收。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我国森林旅游等产业发

展，贫困地区林草资源优势得到逐步显现。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新闻发言人黄采艺给出一组数据显

示，“十三五”期间森林旅游游客量达到60亿人次，

平均每年游客量15亿人次，年增长率15%。2018

年，通过森林旅游实现增收的全国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46.5万户、147.5万人，受益人数占贫困人口的

9%，年户均增收5500元。

从具体增收方式来看，伴随前述产业发展，通

过就业、开展个体经营、发展种植养殖以及通过租

赁、入股经营等形式实现增收的贫困人口占比分

别达18%、12%、65%和3%，年户均增收分别达到

6162元、4547元、2394元和4072元。

不过，业内关于如何保护和开发森林旅游资源

也存在讨论。重庆南川区林木良种场韦小芳指出，

虽然近两年我国森林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水平不

断上升，但也暴露诸多不足，包括欠缺健全的管理

体制、森林旅游产品存在问题、景区开发设施问题

和文化内涵不足等。未来可继续着眼于建立健全制

度、加大投资完善设施，合理开发森林资源同时加

强理论研究，发挥可靠指导价值。

旅游扶贫外，因地制宜的生态保护也是助力人

口脱贫的“重头戏”。据国家林草局扶贫办主任闫振

介绍，当前我国累计选聘的生态护林员人数在世界

脱贫史上少有。“生态护林员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

最基础的队伍，是第一道屏障。最大优势是能够帮

助实现‘一人护林、全家脱贫’。”

2016年，国家林草局会同财政部和国务院扶

贫办在中西部22个省区市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中选聘了110.2万名生态护林员，带动300

多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同时新增林草资源管护面

积近9亿亩。

在此后四年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生态护林员

资金201亿元。四川、云南、重庆等地进行了政策配

套，部分区县为生态护林员购买了保险、服装和巡护

设备等。“三区三州”作为我国贫困程度最深、难度最

大、任务最艰巨的地区，在“十三五”期间，通过扩大

生态护林员选聘规模，选聘生态护林员23.8万人。

闫振表示，未来还将在管护责任、管护任务、完

成情况、绩效考核等方面加强精细化管理，加强信

息化管理；除看林互草外，还将发挥护林员的多种

功能。

此外，在国土绿化扶贫方面，中西部22个省

区市共组建扶贫造林种草专业合作社（队）2.3万

个，吸纳160多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与生态

工程建设，年人均增收3000多元；在通过生态产

业扶贫方面，以油茶为例，全国油茶产业带动近

200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推进定点帮扶县脱贫

摘帽方面，贵州荔波县和独山县、广西龙胜县和

罗城县4个定点县已相继脱贫摘帽，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

异地可刷码

北京、上海两地地铁乘车二维码实现互

联互通后，乘客使用亿通行App或者Metro

大都会App，都可支持在本地地铁刷码乘车，

还可在京沪两地跨城城市轨道交通刷码乘

车。如异地刷码乘车，只需将亿通行版本升级

到最新版本，Metro大都会升级到最新版本

后即可，无需下载、更换其他App，使得京沪

跨城地铁出行更便捷。

北京市民使用亿通行首次在上海乘坐地

铁时，打开“乘车”页，选择城市为“上海”，点

击“立即开通”按钮，按照提示完成相关操作

后即可刷码畅行上海地铁。

“作为京沪高铁的始发站，北京南站的京

沪往返客运量很高。在两地地铁二维码互联

互通后，我们主要配合路网，对自动售检票系

统进行升级、测试，为更好地提供咨询服务，

我们加强了人工相关业务培训，并提前张贴

海报宣传，介绍使用方法。”京港地铁北京南

站高级站长史婧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北京和上海无论是路网规模还是客

运量，各方面都始终保持着国内领先。”北

京市交通委主任谢正光介绍。北京、上海作

为首都政治中心和国内最重要的经济金融

中心，也是目前国内城市轨道交通路网规

模最大、日均客运量超千万的两座城市，两

地之间社会经济交流紧密，跨城市出行需

求巨大。

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主任于增介

绍，预计一到两个月后，京沪两地互联互通的

使用量能达到每天10万-20万人次。

优惠不共享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上海两地地铁乘车

二维码互联互通遵循乘车优惠本地化原则，

乘客使用亿通行App乘坐上海城市轨道交通

不享受当地优惠。同样，乘客使用Metro大都

会App乘坐北京城市轨道交通也不享受当地

优惠。

北京轨道交通路网管理有限公司AFC监

视中心主任杨萍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乘客使

用亿通行App在北京、上海跨城的地铁消费

记录不可叠加。北京轨道交通月度累计折扣

优惠仅为乘客在北京城市轨道交通乘车的优

惠政策，按照优惠本地化原则，使用亿通行

App在上海地铁的乘车消费记录不计入北京

轨道交通月度累计消费，不享受北京轨道交

通阶梯折扣优惠。

这源于京沪两地共同确定的四项基本原

则。今年10月，两地签署合作备忘录，其中明

确设备系统不改造、渠道本地化、优惠本地

化、账户和票款保障原则。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这也是目前大多

数城市地铁二维码互联互通所采用的合作模

式。在2018年12月1日，支付宝宣布其全球首

创的地铁异地扫码技术落地，长三角地铁可

互认二维码。当时此功能率先在上海、杭州、

宁波三城市地铁实现。截至目前，上海的

Metro大都会已经可以在徐州、兰州、合肥等

14个城市扫码乘车。

北京亿通行此前已与呼和浩特地铁和大

连公交开启互联互通合作。今年6月5日，北京

与呼和浩特实现轨道交通App支付互联互

通。截至11月22日，北京亿通行App开通呼和

浩特电子乘车卡累计达239万余人；“青城地

铁”App开通北京亿通行电子乘车卡累计达

12.7万余人，两地累计交易金额达到67.9万元。

今年7月27日，成都轨道集团联合重庆轨

道集团在“成都地铁App”“渝畅行App”上线

成渝二维码互通功能。这项合作的快速落地

则与双城经济圈建设息息相关。

下一站，京津冀

“京沪两地二维码互联互通不仅给两地

乘客带来便利，还为未来全国城轨互联互通

的推广奠定了技术基础和标准基础。”上海市

交通委副主任杨小溪表示。

于增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下一步计划进

行京津冀之间的二维码互联互通，目前京津

之间已经有协议，之后是石家庄。此外聚焦珠

三角地区，北京马上也会和广州开展合作。

“主要是各个城市的运营团队、平台都不

一样，技术难度比较高。”于增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与其他城市合作的具体上线时间还很

难说，需要反复测试。

交通运输部也曾提议，全国重点城市牵

头，开展区域互通、区域协作，体现超大规模

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带动全国城轨

一码通行，使全国40多个城市地铁互联互通

成为现实。2019年2月底，交通运输部曾发布

《交通一卡通二维码支付技术规范》，规定了

交通一卡通二维码支付的应用场景、支付体

系框架和流程、二维码数据结构、信息接口、

安全要求、受理终端要求以及客户端软件要

求。这或许为“一码通行”的实现打下了基础。

此外，微信、支付宝、银联等平台也是重

要参与者，如微信乘车码接入了10个城市的

地铁。但目前来看，更多城市的地铁公司只让

微信、支付宝等作为支付渠道参与，由自己掌

握运营二维码入口。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王晨婷

从北京到上海，每天有超过30班列车开出，近50次航班起飞，仅高铁和飞机的双向客流量就近2000万人

次。为进一步方便两地往来乘客，自2020年12月1日起，北京、上海两市地铁二维码开启互联互通。通过北京

亿通行App、上海Metro大都会App在两地均能刷码进站。

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41座城市拥有轨道交通，除了淮安、珠海、天水3座城市只含有轨电车，其余38

座城市均上线了地铁扫码乘车的官方App。自2018年起，地铁二维码互联互通开始在长三角、川渝等地逐步

推行。而以此次京沪两地地铁乘车二维码互联互通为标志，全国“一码通行”或将加快脚步。

异地刷码乘车：
●只需将亿通行App版本升级到4.5.0版本
●Metro大都会App升级到2.4.08版本
●无需下载、更换其他App

北京市民使用亿通行App首次在上海乘坐地铁时：
●打开“乘车”页
●选择城市为“上海”
●点击“立即开通”按钮
●按照提示完成相关操作

京沪地铁二维码互联互通应用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