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旅游包车监管变阵
二维码成唯一“身份证”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 杨卉）今
日起，游客想要辨别自己乘坐的旅游包

车是否为“黑车”，只需扫描车上贴置的

二维码即可。3月1日，北京市将正式启

用“北京市包车客运二维码”，实行一车

一码，此前使用的《旅游包车证》同步

废止。

据介绍，包车二维码是取得北京包

车客运、旅游包车经营范围道路客运车

辆的电子标识，由“北京市包车客运管

理系统”产生，包含的信息与该系统同

步。二维码就等同于“包车客运标志

牌”，是市内包车客运的凭证。社会公

众可查看车辆所属运输企业的名称及

所在辖区、经营许可证号、经营范围，

辨别所乘车辆是否属于“黑车”；车辆

号牌及道路运输证号；该运输企业业

务联系电话和服务监督电话等信息，

方便包用车辆，也可以利用相关信息

对车辆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包车用户还

可扫码核对包车信息是否与合同内容

一致，了解车辆安全技术性能。此外，执

法人员还可凭执法终端获取违法违规

信息。

在业内看来，包括包车二维码在内

的多项措施落地，显示出近年来北京持

续高压整治非法“一日游”等旅游市场

无资质运营现象的决心。“不论是此前

推行的电子行程单管理，还是本次的

‘一车一码’新政，都是北京不断收严

对旅游市场各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违

法违规行为管理的体现。”北京第二

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

院高级研究员王兴斌表示，对于不合理

低价游、强迫消费、隐性购物等乱象，从

供给端加强打击力度、坚决依法取缔是

重要的治理手段。

就在刚刚过去的元宵节及周末，北

京商报记者走访前门、天安门、北京站

一带时发现，这些早先曾聚集不少旅

游黑车、非法一日游的区域，目前已经

看不到相关发小广告、举牌推销人员

的身影。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近几年

相关部门一直在从严打击这些地方的

“黑旅游”问题，如今这里已经恢复了以

往的秩序。

在附近居住多年的刘先生（化名）告

诉记者，以往自己从北京站出站回家的

路上，能看到不少拿着“八达岭长城、十

三陵一日游”广告牌揽客的人员，但近一

段时间，这种情况已经基本没有了。

在前门大街附近，多家小卖铺、特

产商店、报刊亭的店主和工作人员均告

诉记者，目前附近已经找不到没有资质

的低价一日游产品了，黑导游、黑包车

更是难寻踪迹。经常在前门一带“拉活”

的司机刘师傅（化名）称：“近期，相关部

门加强了管理，经常能看到执法人员在

附近巡视、检查，加上疫情影响，选择这

类旅游团的消费者已经越来越少了，没

有市场空间，黑包车、黑导游自然就无

法生存下去。”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向好，旅

游需求加速复苏，除了出台法律法规

规范市场外，相关部门还应引导、鼓励

正规旅游产品供给，比如增设更多旅

游大巴线路等，加强旅游信息的传播，

在满足游客需求的同时，也能更有效地

阻断非法一日游揽客渠道。”王兴斌建

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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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惩戒规则上线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育家陶行知曾

用一句话道出了良好的道德素质对教师的重

要性，然而，近年来教师违规的行为却频频

出现。

日前，天津一中学老师肖某某言论被指歧

视攀比学生家长惹争议。网传录音中，涉事老

师肖某某疑似指责学生随意说话，斥责当事学

生家庭收入低、素质低。肖某某语出惊人称：

“我班里的学生，家长都是当官的或者富商。你

妈一个月挣多少钱？别怪我瞧不起你，赵某妈

妈一年挣的钱，比你妈妈50年都挣得多。”

事出当晚，天津市津南区教育局发布通

报称，区教育局已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涉事

教师已被停职。教育局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

处理。2月27日，教育局再次发布处理情况通

报称情况属实。

其实，随着近年来网络传播的广泛性，教

师的违规行为频频进入大众视野。2020年，山

西省太原市知达常青藤中学校教师李某某寒

暑假期间组织所带班级学生进行有偿补课，

在学生管理教育过程中简单粗暴，言语失当。

2020年5月，耿某在上课时间带领学生为娱乐

明星应援，并录制视频在网络上传播，造成不

良影响。2020年9月，江西省抚州市南丰一中

教师徐某某在管教学生过程中，采取不当方

式，造成学生身体损伤。

而如何管教学生、管教的尺度一直是老

师、学生和家长之间的“痛点”。从3月起施行的

《惩戒规则》中，明确禁止实施的七类不当教育

行为，为教师行为划定了“红线”。禁止的行为

主要包括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

苦的体罚；辱骂或者以歧视性、侮辱性的言行

侵犯学生人格尊严；因个人或者少数人违规违

纪行为而惩罚全体学生；因学业成绩而教育惩

戒学生；因个人情绪、好恶实施或者选择性实

施教育惩戒等。

同时，《惩戒规则》也指出，当学生存在故

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或者不服从教育、扰乱

课堂秩序；吸烟饮酒或言行失范违反学生守则

的、实施有害自己或者他人身心健康的危险行

为的以及打骂同学、老师等行为时，学校及其

教师应当予以制止并进行批评教育，确有必

要的，可以实施教育惩戒。惩戒方式包括点名

批评、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由

学校德育工作负责人予以训导等方式。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在接受北

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教育惩戒不是要不

要的问题，而是怎么才合适的问题。制定《惩戒

规则》就是为了解决教育惩戒的尺度问题。《惩

戒规则》将教育惩戒分为一般教育惩戒、较重

教育惩戒和严重教育惩戒三类，并禁止七类不

当教育行为，划定教师行为“红线”，为教育惩

戒和体罚、变相体罚划定明确的界限。

刑责年龄最低至十二岁

《惩戒规则》对校园教育做出了保障，同

一天开始实施的另一则刑法修正案却加强了

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规范。近年来，未成年

人犯罪呈现低龄化、暴力化趋势，低龄未成年

人实施的恶性犯罪案件时常见诸报端。

2012年，湖南衡阳市一名12岁的小男孩

因抵触姑妈的管教，将放学回家的表弟表妹

杀害，未等离开又将刚回家的姑妈杀害，清理

现场后逃离。2013年，重庆市10岁的女孩李某

抱走将要被推出电梯的婴儿，在电梯内对其

持续殴打5分钟后将其扔出了25楼，致被害婴

儿身亡。2015年，13岁的刘某等三位未成年人

对新廉小学老师李某用木棍进行殴打，并拖

至卫生间用布堵住嘴巴，致其窒息死亡。

根据此前《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

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

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

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

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

责任。按此规定，十四岁是承担刑事责任的最

低年龄。

而从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

中，在《刑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

“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

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

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

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

规定。按此规定，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将

由十四岁降至十二岁。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高同武

律师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将刑

事责任年龄下调只是针对故意杀人和故意伤

害致人死亡两种犯罪行为，且在结果上要求

“情节恶劣”，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

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在程序上要求经最

高人民检察院批准。这既针对犯罪低龄化问

题回应了社会关注和现实需要，同时也体现

了立法者的审慎态度，谨慎适用刑罚。

“事先的预防好过事后的惩治，此次降低

刑事责任年龄，并不是一味降低入刑门槛，而

是对未成年人更好的保护，通过震慑预防犯

罪。同时也应当认识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不

仅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

凝心聚力，完善教育机制、增强心理干预、筑

牢法律底线，才能更好地为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成长护航。”高同武补充道。

网络招聘应取得许可证

3月将实施的新规中，除了上述有关未成

年人和校园的规定，还有一项有关规范网络

招聘的管理规定吸引了部分有求职需求的高

校毕业生的注意。3月1日起实施的《网络招聘

服务管理规定》明确，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从事网络招聘服务，应当依法取得人力资

源服务许可证。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及新生代就

业人群的加入，网络招聘突破了地域限制，兼

具招聘成本低、针对性强、方便快捷、时效性

强等优点，逐渐成为人才求职与企业求才的

主要方式。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3.96

万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建立人力资源市场

网站1.5万个，2019年通过网络发布招聘信息

4.04亿条、求职信息8.23亿条。

然而，网络招聘在给求职者带来便利化的

同时，也存在着招聘信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的现象。“工资日结，月入3万到10万元。”不少

招聘网站上都充斥着这样的信息。2017年，毕

业于东北大学的李文星通过某招聘网站求职，

却遭遇“李鬼”公司，被骗入传销组织。

此次网络招聘须取得许可证的新规，将

会对网络招聘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做出保障。

此外，管理规定还提出，不得泄露、篡改、毁损

或者非法出售、非法向他人提供其收集的个

人信息和用人单位经营状况等信息，且不得

向劳动者收取押金。用人单位提供的招聘信

息应当合法真实，不得含有歧视性内容；从事

网络招聘服务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应当明示其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事项。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宗泳杉

票房口碑双惨淡《猫和老鼠》真人大电影翻车
永远抓不到老鼠的汤姆，总是能把猫逗得团

团转的杰瑞，这对已在一起80多年的黄金CP以

《猫和老鼠》真人大电影的形式重新登上大银幕，

但这次的登场却未能获得如以往程度的辉煌。在

票房上，截至2月28日，《猫和老鼠》真人大电影尚

未实现票房过亿元，同时该片的评分也未能到达

及格线，与此前经典剧集所实现的9.8分相差甚

远。这一市场反馈也令该片在“割韭菜”与“经典

重现”的两种声音中受到争议，也让汤姆和杰瑞

这对黄金CP蒙上了一层阴影。

豆瓣评分降至5.7分

作为经典动画代表作之一，汤姆与杰瑞组成

的“猫和老鼠”CP吸引了一众粉丝。但在上周末

正式登场的《猫和老鼠》真人大电影中，这对CP

却遭遇了事业上的滑铁卢。

2月28日，《猫和老鼠》真人大电影已进入上映

第三天，据灯塔专业版显示，截至28日17时30分，

该片在国内共获得累计总票房7953.1万元，尚未

突破亿元门槛，观影总人次则为228.5万人。且尽

管《猫和老鼠》是上周末刚刚才亮相的一部新片，

但上映以来每日的单日票房均落后于已上映半月

有余的《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3》等影片。

在票房成绩不尽如人意之时，《猫和老鼠》真

人大电影的口碑也承受着考验。在豆瓣电影上，

该片开分获得了6.1分，而此后评分则不断下滑，

先是在上映第二日降至5.9分，到了第三天，评分

则再次下滑并降至5.7分。这一分数仅好于10%的

动画片、14%的喜剧片，且三星及以下的评分占

比达到了约八成。

不只是在国内遭遇挑战，在北美市场，《猫和

老鼠》真人大电影也正面临着相似的处境。据公

开数据显示，《猫和老鼠》真人大电影在北美上映

首日共取得400万美元的票房，并有媒体预测首

周末票房或能超过1000万美元。但据烂番茄官网

显示，目前《猫和老鼠》的新鲜度评分已从第一天

的44%跌至当下的25%。

面对当下的市场反馈，《猫和老鼠》真人大电

影陷入愈演愈烈的争议，这也令该片背后的华纳

兄弟影片公司遭受到质疑，“割韭菜”“炒冷饭”等

声音也不时出现。针对这一情况，北京商报记者

联系片方，但截至发稿未得到对方的回应。

“真人+动画”反被指违和

回顾“猫和老鼠”的诞生，最初该IP是米高梅

电影公司于1939年制作的一部动画作品。最初，

“猫”和“老鼠”的名字为“贾斯珀”和“金克斯”，但

由于当时米高梅电影公司的老板并不喜欢这两

个名字，因此采取读者投票竞选的方式，最终为

两位主角改为当下人人熟知的“汤姆”和“杰瑞”。

随后在1940年2月，“猫和老鼠”首部动画剧集正

式出现在电视荧屏上，鲜明的动画角色以及有趣

的故事情节吸引了众多观众，也由此打开了“猫

和老鼠”至今诞生80多年仍在动画领域占有一席

之地的辉煌时期。

在此次的《猫和老鼠》真人大电影中，片方也

采用了新的展现方式来重新讲述“汤姆”和“杰

瑞”的故事，用“真人+动画”的形式制作了这部电

影长片。然而，也正是“真人+动画”这一新形式，

反而导致部分观众感到不适应。

观众谢先生在观影后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观影中可以发现有很多之前的经典梗和搞笑情

节，但真人部分的加入也会不时出现一种违和

感，两者之间并没有形成特别恰当的融合，在部

分节点中也会反过来影响到作品完整的展现，令

人觉得不协调。

在影评人刘贺看来，《猫和老鼠》真人大电影

的展现形式已在电影市场中多次出现，无论是30

年前的《谁陷害了兔子罗杰》，还是前两年上映的

《大侦探皮卡丘》都是其中的案例，而《猫和老鼠》

真人大电影面临的争议并不是这种展现方式本

身有问题，而是该方式与IP和剧情的结合是否合

适、融入真人后是否能对展现IP及内容起到推动

作用等，如若未能产生相应的效果，便会导致违

和感的出现，反而产生反作用。

IP不是万能药

尽管《猫和老鼠》真人大电影的票房与口碑

双双遇到门槛，但不可否认的是，“猫和老鼠”这

一经典IP已享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辉煌时刻，即使

当下新作品受到争议，但该IP仍有着大量观众基

础与忠实粉丝。

在豆瓣电影上，此前《猫和老鼠》剧集虽然从

推出开始算起，至今已有数十年，但仍保持着9分

以上的高分，评分最高的一部则达到了9.8分，五

星评分占比达到了近九成。此外，“猫和老鼠”相

关作品此前多次在奥斯卡金像奖和艾美奖上获

得提名及奖项，也证明了该IP的含金量。

与此同时，片方也为该部影片付出了不少精

力。片方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猫和老鼠》真

人大电影的制作成员包括此前曾参与过《谁陷害

了兔子罗杰》《空中大灌篮》等真人动画电影作品，

且主创团队在制作过程中创作了大量手稿，其中，

前期拍摄阶段便约1.5万张，后期拍摄阶段则每周

便900张，26周的时间内共新增了2.5万张。

在业内人士看来，虽然IP有较高的含金量，

但也不是万能药。导演黄志勇认为，“IP本身的价

值不会被抹去，但运营、展现方式则会影响到IP

对外展现出的价值高低，从观众的反馈也能看

出，虽然这部真人大电影并未得到所有观众的认

可，但观众否认的并不是IP本身，而是这部作品

的展现效果，这能再次反映出IP是有价值的，也

能事先调动市场的注意力，但仍需要配合良好的

运作方式才能将真正的价值对外展现出来”。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为防止将体罚和变相体罚作为教育惩戒，规则细化了禁止实施的七类不当教育行为：
●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苦的体罚；

●超过正常限度的罚站、反复抄写，强制做不适的动作或者姿势，以及刻意孤立等间
接伤害身体、心理的变相体罚；

●辱骂或者以歧视性、侮辱性的言行侵犯学生人格尊严；

●因个人或者少数人违规违纪行为而惩罚全体学生；

●因学业成绩而教育惩戒学生；

●因个人情绪、好恶实施或者选择性实施教育惩戒；

●指派学生对其他学生实施教育惩戒。

《惩戒规则》部分细则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将于3月1日起实施。规则中所称的教育惩戒，是指学校、
教师基于教育目的，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管理、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矫治，促使学
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行为。

哪些不当教育行为被明确禁止

随着3月到来，一系列的新政和新法规都将开始实施。近日，“天津一老师对比家长收入歧视学生”的音频登上热搜，引发了

人们对于师德行为的讨论，而从3月1日起实施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以下简称《惩戒规则》）中明确禁止了七类不当

教育行为，为教师行为划定“红线”。此外，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也一直是教育界热议的话题。同一天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

也对未成年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下调，使年龄不再是未成年人逃避法律的“借口”。另一方面，聚焦网络招聘规范的《网

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也将正式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