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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山西省晋城

市委书记 常阳

团大悟县委将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带领青少年
实施“四大行动”，提升“三力一度”。实施“青春铸魂行动”，传承
红色基因，用好红色资源，开展“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
进新征程”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提升引领力。实施“青春强基行
动”，坚持党建带团建队建，持续推进“两新”组织建设，强化团
员队伍教育管理，提升组织力。实施“青春聚力行动”，严格落
实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打造青年联谊品牌，加强12355服务
台建设，提升服务力。实施“青春建功行动”，开展“青春为家乡
代言”直播带货活动，助力乡村振兴，推进“青创园”建设，实施

“青创贷”项目，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大局贡献度。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伟
记者 孙 山 实习生 徐欣怡

吃饭前先看评论，购物前先看测评。中

国青年报社《快看数据》节目组发现，搜索

“种草”推荐成为不少人了解商品详情的重

要方式。但这些“种草”推荐真的靠谱吗？如

何才能不被“乱草”迷住双眼呢？

查看“种草”推荐成为消费习惯？

英语专业毕业的 90后严子安，打算入手

一款 MP3练听力，为此他在网上搜索了很多

相关的“种草”推荐。他发现有一篇写得非常

详细，对产品的外观、性能、价格都给出了参

考，于是就下了单，“现在 MP3变成了小众产

品，整篇推荐写得很用心，觉得挺靠谱的”。

严子安觉得随着网络购物成为主流，

如何买到更心仪、更放心的产品是很多人

的现实需求。看到别人的使用体验、产品测

评 等 ，心 里 会 更 有 数 ，避 免 买 完 之 后 用 不

上，也节省了退换货带来的时间成本。

24岁的王秋语认为，“种草”推荐给生活

带来了不少便利。刚工作不久的她需要添置

许多生活用品，比如电饭锅、电磁炉，还有一些

装饰品，“我上大学时很少关注这些。现在开始

一个人生活了，这些都是必需品，多看看推荐

文章，避免因‘盲买’而‘翻车’的情况”。

90 后 郑 文 娟 曾 经 有 一 段 时 间 很 迷 恋

网络“种草”推荐文，大到护肤品，小到文具

都会按照“种草”推荐来买，但几次“踩雷”

经历让她开始谨慎地对待“种草”，“曾经看

到一款面膜的‘种草’推荐，说适合敏感肌

肤，结果自己敷完后爆痘”。郑文娟感叹，“现

在铺天盖地都是‘种草’，索性不怎么看了”。

好物分享，还是营销广告？

95 后 研 究 生 许 茹 在 买 东 西 前 会 做 功

课，浏览平台上的“种草”图文。但她认为，

只能把“种草”推荐作为一种参考，不应成

为购物的全部依据，“我不会完全相信‘种

草’推荐。现在有很多是软广，还有的商家

会找中小博主发‘种草’文，让大家以为是

普通‘路人’发的”。

虽 然 凭 借 自 己 的 判 断 ，很 少 会 被“ 种

草”坑，但许茹也有过“踩雷”的经历。有一

次她看到别人分享西北地区某景点的航拍

照，觉得很好看，但去了才发现是有滤镜加

持的效果，实际上很普通。

在许茹看来，在各类“种草”推荐中，护

肤品、香水是比较容易“踩雷”的。“因为每

个人肤质不同，博主说好的护肤品不一定

适合自己。还有香水，闻起来千人千味”。

中 国 青 年 报 社 社 会 调 查 中 心 的 调 查 显

示，近八成受访者有被网络“种草”坑过的经

历，护肤品、化妆品等是容易踩坑的重灾区。

现在郑文娟也会看一些“种草”文，尤其

是不知道去哪里玩的时候。但当看到别人发

的好看的景点照片，还是会想到可能有滤镜

效果，“心里先打个折扣，降低一些期待值”。

在去一些景点前，会问去过的朋友的意见，郑

文娟觉得这比“种草”推荐更靠谱，“之前想去

一个网上很火的图书馆，但去过的朋友说不

值得去，就果断放弃了”。

王秋语觉得，现在很多人在买东西前习惯

性上网找攻略，会被大数据记住浏览记录，然后

不断地给你推荐相关产品的视频或衍生物，刺

激购买欲望。但对于个人来说，面对铺天盖地的

推文，很难判断哪些是真的好用，哪些是商家的

推广营销，“我之前被‘种草’过一款小夜灯，买

来之后发现并不好用，也没有质量标识，担心会

对视力有影响，就不敢再用了”。

王秋语表示，现在买东西会选择一些大

众熟知的品牌，对于没听过的牌子，即使推荐

描述得再好，也不会购买了。

如何不再“乱草迷人眼”？

如今看“种草”图文时，许茹已经形成了

一套自己的判断标准，“如果一个产品都是

‘种草’的红榜信息，没什么负面声音，而且都

是短时间内的测评信息，我觉得这就更可能

是广告，而不是博主真实的体验分享”。不仅

如此，许茹觉得理性对待“种草”推荐也很重

要，不能因为是自己喜欢的博主发了“种草”

文就完全相信，要看商品的评价、博主们的内

容是否雷同等，来综合判断。

郑文娟说，现在自己对于各类“种草”会

多比较，看下面的评论。如果一段时间内密集

出现同质化的好评，大概率是刷出来的。但她

坦言这样“挺心累的”，增加了购物耗时。

“我觉得平台需要加强管理，无论是硬广

还是软广都应该标注出来。”许茹觉得，自己

并非不接受“种草”，好产品也需要博主测评

和推广，但应该有一定的限度和标准，“如果

有过分夸大的广告内容，应该加强审查和做

下架处理”。

严 子 安 觉 得 平 台 要 建 立 起 一 套 评 价 机

制，比如通过用户对推文的打分，给予该博主

一定的信任值等级，根据等级确定博主的资

质情况，这样用户可以点进博主的主页，查看

到博主的信任值，判断推文的可信度，形成完

整的反馈机制。另外，平台也要尽到审核和监

管责任，对于虚假、恶意营销的情况，进行限

流、删文、下架等处理，提高进入门槛。

严子安认为，现在很多推文的营销也不

一定是完全虚假的，但会刻意忽略产品的不

足 之 处 ，给 消 费 者 营 造 该 产 品“ 完 美 ”的 感

觉 。所以对于消费者个人来说，要尽可能地

多对比几家，好评差评结合起来看 。而且也

要理性，避免冲动消费。

“种草”推荐：小心“乱草迷人眼”

制图：孙山

建功新时代，青年要先行。作为团中央确定的县域共青团
基层组织改革试点整市推进地区之一，团晋城市委将以深化改
革为动力，保持改革定力韧劲、巩固提升改革成果，聚焦“喜迎
二十大、永远跟党走”这条主线，着力做好庆祝建团100周年和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团两件大事，用心用情用力深入到基层一
线青少年中，多维化引领凝聚青少年、精准化联系服务青少年、
系统化组织动员青少年，奋发谱写新时代晋城共青团事业新篇
章，在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新晋城的征程中
贡献青春力量、争当青少年先锋，用实际行动向建团100周年
献礼，以优异业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共青团湖北省孝感市大悟

县委书记 汪喆

浦口火车站旧址及周边民国建筑风貌浦口火车站旧址及周边民国建筑风貌。。 陆陆 地地//摄摄

拯救中国最文艺火车站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实习生 尤 强 陆 地

除了朱自清的《背影》，浦
口火车站还与多位历史风云人
物有过交集：青年毛泽东在这
里送别湖南留法学生去上海；
郭沫若曾在此中转渡江；中山
先生灵柩从北京经此转运中山
陵；邓小平和陈毅由合肥到达
浦口火车站，继而进驻总统府
解放南京。

乘船从中山码头出发，1987 年出生

的安徽姑娘刘亚飞踏上了一段寻梦的旅

程。她此行的目的地是江对岸的江苏南

京浦口火车站。“在夕阳里，一切仿佛都

回 到 了 100 年 前 ⋯⋯”在 浦 口 火 车 站 别

具特色的拱形雨廊内，刘亚飞默默注视

着来来往往、打卡拍照的游客，心里有说

不出的高兴。

时间回到 1918 年的冬天，也是在熙

熙攘攘的人群中，赴北京求学的朱自清

在这里与父亲话别，由此创作了近现代

文学史上的散文名篇——《背影》。每每

在雨廊中徘徊，抚摸着石柱上历史的印

记，刘亚飞就感觉书本上的情节仿佛活

了过来。

刘亚飞的身份是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南京铁
路运输检察院”）诉讼监督检察部的检察

官助理。

自 2018 年以来，该检察院充分发挥

公益诉讼职能，联合江苏、上海两地的铁

路部门以及地方文物行政部门，开展了

历时 3 年的专项保护行动，让百年车站

重绽历史芳华。

响亮“名片”不再响亮

2017 年，刘亚飞从安徽来到南京工

作。入职不久，她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久

负盛名的南京浦口火车站。作为一名文

艺青年的她知道，《情深深雨濛濛》等多

部知名电视剧都在此取景。

但与想象中充满着文艺和浪漫的文

学圣地不同，浦口火车站的样子让她吃

惊。“当时，火车站面貌显得破旧，门窗也

都有破损。”

走进车站，刘亚飞发现，车站内还堆

积了许多剧组拍戏时所用的杂物。朱自

清 与 父 亲 话 别 的 月 台 长 廊 也 是 荒 草 丛

生，残破斑驳。

望着满眼萧索的景象，同样吃惊的

还 有 南 京 铁 路 运 输 检 察 院 副 检 察 长 张

敏。1993 年，她来到南京上大学时，就是

从浦口火车站下的列车。

“那时的浦口站，有着别样的韵味。

整体的英式建筑风格在全国火车站中都

是别样的景色。”张敏回忆，那时的浦口

火车站是南京的一张响亮“名片”。

走 访 周 围 居 民 后 ，张 敏 得 知 ，2004
年 10 月，浦口火车站停运，售票窗口、进

出站大厅、月台等都关闭了，“像是一个

人去楼空的舞台”。

张 敏 查 阅 相 关 资 料 后 发 现 ，2006
年，浦口火车站就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

护单位；2013 年 5 月又被确立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 年被评为中国最

文艺的 9 个火车站之一。

张敏认为，浦口火车站及周边的民

国建筑群有着宝贵的历史文物价值，“保

护南京的历史‘基因’，我们义不容辞”。

随后，张敏带领团队围绕浦口火车

站旧址，对分散在周边的铁路文物进行

梳理排查，发现机务段英式建筑等 10 余

处具有文化、历史等多重价值的建筑，都

存在“骨质疏松”、残垣断壁、漏水漏电等

问题，保护工作刻不容缓。

探寻历史文化的脉络

30 岁 的 曾 祥 威 是 南 京 东 站 的 工 作

人员。曾祥威从小在南京长大。“男孩子

对于铁路火车总有着莫名的感情。”小时

候，他经常到浦口火车站游玩。

对曾祥威来说，浦口火车站是南京

城市与市民的骄傲。由于年代久远、历史

气息浓厚，曾祥威和朋友们都自豪地称

该 站 为 百 年 浦 口 火 车 站 。2015 年 ，他 进

入铁路系统工作。

谈起浦口火车站，曾祥威如数家珍。

据他介绍，浦口火车站始建于清光绪三

十 四 年（1908 年），1914 年 建 成 通 车 ，是

当年津浦铁路的终起点，是连接河北、山

东、安徽、江苏等 11 省的交通枢纽。

除了为人熟知的《背影》，浦口火车

站还与多位历史风云人物有过交集。美

国著名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记载，

1919 年春，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在浦口

火车站送别湖南留法学生去上海。他还

在火车站内丢失了一双布鞋，陷入困顿。

所幸遇到了老乡，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1927 年，郭沫若也曾在这里中转渡

江 ，到 南 昌 去 寻 找“ 革 命 的 火 焰 ”；1929
年 5 月，孙中山的灵柩由北京运抵浦口

火车站，随后过江至中山陵；1949 年 4 月

25 日，邓小平和陈毅由合肥到达浦口火

车站，当夜过江，驱车进驻总统府，南京

迎来了解放的曙光⋯⋯

在百年的岁月长河中，浦口火车站

见证了太多的风云激荡、历史澎湃。一代

代的风云人物也为这座古老的火车站增

添了传奇色彩。

曾祥威谈及之后的历史，不免有些

落寞。1968 年 10 月，南京长江大桥通车，

津浦与沪宁铁路连成一线，列车直过大

桥，沟通浦口与下关的火车轮渡停运，浦

口火车站的客运中止。

1985 年 5 月，浦口火车站又恢复部

分客运，并更名为“南京北站”。2004 年，

该火车站停运。

重回聚光灯下

曾祥威坦言，浦口火车站客运虽然

停运，但是仍有办公人员维持正常的货

运运营。作为铁路单位，他当然希望能够尽

力保护这些历史文物：“比起专业的文保单

位，我们对于文物保护还缺少经验。”

在曾祥威看来，铁路是我国近现代

文明的历史脉络，随着历史潮水的奔涌，

贯通起新中国日益繁荣的大地，“铁路沿

线有不少文物，极具历史价值”。

在 得 知 南 京 铁 路 运 输 检 察 院 希 望

发挥公益诉讼职能，让百年浦口火车站

重现芳华时，曾祥威与同事们纷纷表示

支持。

张敏也就铁路沿线文物保护工作的

相关问题咨询了有关专家。东南大学建

筑学院教授周琦告诉她，津浦铁路最完

整的原始风貌，在这里没有被改变，沿线

的其他地方基本都面目全非了。保护这

一段铁路上的文物，有极重要的价值。

经调查了解，浦口火车站旧址产权

归 属 于 中 国 铁 路 上 海 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以下简称“上海局集团公司”），管理和

使用单位是南京东站，但文物保护的行

政管理职责属于地方文保部门。

如何聚合各方形成保护合力，成了

摆在张敏面前的难题。

最终，张敏选择了开展“圆桌会议”

的方式，让各部门坐下来沟通，最快速度解

决问题。

2019 年 7 月 31 日，地方行政部门与铁

路 产 权 部 门 在 南 京 江 北 新 区 召 开 圆 桌 会

议，会议达成一致意见：浦口火车站的保护

纳入浦口民国风光带的整体建设中来，推

进片区的整体风貌保护。

在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上海局集团

公司、江北新区文物保护部门等多部门的

努力下，修缮工作拉开大幕。张敏与同事们

一方面协同文保部门认真研究修缮方案，

坚持让维修单位请技术精湛的老木工，并

邀请东南大学建筑学教授和苏州古文物修

缮专家现场指导；另一方面，持续跟进上海

局集团公司资金拨付进展，先后拨付修缮

资金数百万元，保证修缮进程。

百年火车站重现芳华

2021 年 5 月，浦口火车站历史风貌区

城市更新项目正式启动。截至今年 1 月中

旬，浦口火车站及其附属建筑的抢救性修

缮 工 作 已 经 完 成 ，火 车 站 周 边 的 工 人 宿

舍、老宅民居的修缮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

进行。

2021 年 12 月初，浦口火车站附近的民

国建筑——扶轮学校修缮工程竣工，两栋

民国建筑保存了青砖灰瓦的原貌，仿佛让

大家回到了百年前：“二七”大罢工工人卧

轨处立起了文物介绍牌，拥有了纪念地名，

还建起了江北新区红色文化陈列馆。

曾祥威与同事们也组织了青年志愿服

务活动，每天巡视浦口火车站两次，确保火

车站内的环境卫生清洁与日常维护工作顺

利展开。

经过一番修缮后，曾祥威发现，宽大的

车站内虽然还稍显空旷，但是没有了杂物

与杂乱的电线，浦口火车站正在一点点恢

复往日生机。

此外，浦口火车站旧址的保护推动了

上海局集团公司辖区内的整个铁路文物保

护工作。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部署

并指导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

铁路检察机关开启了“文物保护专项检察

监督”，对辖区内的铁路文物进行摸排和保

护，其中涉及江苏的铁路文物有 13 处。

前不久，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也前往浦

口火车站探访。火车站主体为英式建筑，分

上中下 3 层共计 62 间。候车大厅通向码头

的拱形雨廊内，无数游客在此拍照留念。

江水悠悠，漫步在沿江铁路两岸的民

国建筑群内，从浦口火车站一直走到了下

关火车公园。夕阳中，游人如织，望着地上

的碎影斑驳，《背影》的片段和画面再次涌

上心头⋯⋯

（注：文中浦口火车站指浦口火车站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