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状

挑笔 60 秒，付钱 40 分钟。近日，杭州徐女
士就经历了让她无所适从的40分钟：她在购物的
时候，商家的电子支付系统出现故障，只能使用现
金支付，因身上没有带现金，而所买的东西又急用，
于是她只能向现场的人求助，希望能够向人兑换现
金，结果连续问了23个人，才借到20元现金。没
想到，这件小事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没有现金
的尴尬，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共鸣。

当移动支付在生活中“无所不能”
时，你出门还会带现金吗？有没有

遇到过类似的尴尬？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很多株洲人也遇到过

尴尬

手机支付有多“香”，当遇到只能用现
金的场景时，就有多窘迫。记者采访了解
到，与杭州徐女士有同样经历的株洲市
民，不在少数。因支付系统故障、突然停
电、手机没电或没信号等原因，很多人体
会到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尴尬。

今年国庆长假，市民曾琪在某景区
就遇到了一件尴尬事。“买门票的时候，
工作人员告诉我，系统出故障了，只能收
现金。”曾琪说，当时自己与妻子身上都
没带一分钱现金，只能向周围的游客求
助，幸运的是，当时只问了四五位游客，
就兑换到了现金，解了燃眉之急。

“我看到好几位游客因为拿不出
现金，本来已经排了很长时间的队
到了前排，又因为不得不到周围的
小卖部去兑现金，又从头排起。”曾

琪说。
市民李先生经常上晚班，习惯在回

家的必经之路芦淞大桥东某加油站加
油。“晚上九、十点钟过后，这家加油站就
只接受油卡或现金支付，每次我都要提
前准备好现金，要么找同事，要么到楼下
超市兑换，说起来，其实挺麻烦的。”李先
生说，他有好几次看到，有不了解情况的
车主因为没带现金，只能无奈离去。

“晚上加油站只有一位工作人员值
班，而加油作业区又属于特殊区域，禁止
使用扫码支付，如果再让工作人员到辅
助服务区去和车主结算，会大大降低工
作效率。所以，到了晚上，我们不得不只
收现金。”加油站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不担心忘带钱包，最担心手机没
电。”市民小昊有一次进一家小店刚点完
盖码饭，准备付款时却发现手机因为没电
已经直接关机了，幸运的是，这家店有共
享充电宝，求助老板扫码借出充电宝后，
小昊才成功支付了饭钱。这次以后，经常
不带现金出门的小昊，习惯性地会在手机
壳后面夹放100元现金，以备不时之需。

公共

A05

2021年12月09日 星期四
责编：李曙光
美编：胡兴鑫

郭金芳
校对：曹韵红

信息社会，带部手机出门，消费
时用移动支付，已成为很多人的日
常习惯。几年前，在移动支付开始
大面积应用的时候，曾出现过一些
商家拒收现金的情况，在媒体的曝
光和呼吁之下，相关部门也及时介
入，这种现象已经明显改善。

但现在，很多人的遭遇表明，消
费者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
很容易对移动支付产生技术依赖，
一旦出现手机没电以及移动信号不
好，或者商家电子支付系统发生故
障，就会变得焦头烂额，举步维艰。

破除这种窘境，消费者应强化
风险防范意识，平时身上准备点现
金，以备不时之需；商家要及时完善
电子支付系统，保证消费者移动支
付顺畅，同时也要有应急预案，增加
类似转账换现等服务项目，一旦移
动终端或电子支付系统出现问题，
以免顾客“连问23人才借到20元现
金”的尴尬事再次发生。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与移动支
付类似，如今，各类新技术在帮助解决
传统服务短板和问题的同时，也带来
了数字鸿沟、算法黑箱、第三方依赖等
方面的新挑战，在许多高度依赖数字
化服务的领域，当“技术”出现故障时，
往往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和不便。

数字化技术虽好，但现实中同
样有其短板和弊端，移动支付系统
也会有漏洞，也会短暂性失灵，“连
问23人才借到20元现金”的尴尬经
历，生动地说明“无现金社会”并未
完全到来。在坚持大力发展新技术
的同时，应当保留传统做法中好的
部分，通过多渠道服务、融合创新等
方式，破除技术依赖。

对于已经习惯于“一台手机走遍
天下”的年轻人来说，当遭遇手机或网
络罢工时，几乎寸步难行。现实生活
中，除了“现金困局”，当智能生活“不
智能”时，你还遭遇过哪些尴尬时刻？

网友小魏是一位特斯拉车主。
“特斯拉允许车主使用手机App代替
钥匙卡来解锁，因此很多车主不再随
身携带钥匙。”小魏介绍，习惯不带钥
匙的他，就遭遇过一次特斯拉系统故
障，急于出门的他只能打车出行。从
那以后，他再也不敢不带车钥匙了。

健康码是如今的出行必备。“有
一次，我到了高铁站入站口才发现
手机没电关机了，无法出示健康码
进不了站，只能就近到肯德基店先
充电。”市民邹先生介绍，因为十几
分钟的耽搁，他只能再等两个小时，
等下一趟列车来了再走。

当智能生活“不智能”
你还遭遇过哪些尴尬时刻？

以融合创新破除技术依赖

一台手机走遍天下
“无现金”生活方便又快捷

“顾客连问23人才借到20元现金”引发网友共鸣

没带现金的尴尬，你遇到过吗？
策划/李曙光 执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周蒿

你身上多久没带过现金了？
早上出门微信一扫吃个早餐，

滴滴一下快车或者打个出租车用
微信支付到公司上班……从衣食
住行到吃喝玩乐，从大型商场到街
头小店，如今，但凡有消费的地方，
几乎都可以实现移动支付。

“一般都会推荐消费者使用移
动支付。”12月8日，记者在天元区
耀轩农贸市场看到，几乎每个卖菜
摊点都摆放着微信或支付宝的二
维码。一位商贩说，以前拿菜的
时候经常弄脏手，收钱找钱
不方便，手机支付不用找
零钱，扫一下就可以了，
方便又安全。

“每天店里三分之二的
收入都来自手机支付，有顾客就算
买一瓶水、买一个打火机都用手机
支付。”在某小区门口开超市的陈
先生介绍，以前收银台放的现金
多，不能轻易走开，怕钱被偷，现在
不用担心了，还不用经常跑银行存
整钱兑换零钱。

“出门只需要一部手机，衣食
住行没有任何问题。”市民小肖告
诉记者，自己已经好几个月没使用
过现金了，除了给亲朋好友“上份
子”打红包用现金会更有仪式感
外，用手机支付，平时基本能满足
所有需求。

昨天，在沃尔玛超市，记者在
高峰时段随机观察了10位买单的
市民，只有一位市民是使用现金买
单，而其他 9 位顾客全部都是使
用手机支付。“出门会带一点现
金，日常消费主要会用手机支付，
几个月前取的1000元现金到现在
都没用完。”一位消费者说。

热议

记者手记

制图/胡兴鑫

11 月底，湖南省汨罗市屈
子祠镇出土了铜觥和铜壶两件
商代青铜器。其中，铜觥器形
罕见。

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对铜
器出土地点进行调查和勘探，
暂未发现商周时期的文化层或
其他遗存现象。湖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馆员盛伟介绍，湖南
地区曾出土过数量较多的商周
青铜器，其中有很大一批发现
于江边或江旁的山坡和山顶
上，且多以单件或成套的形式
出自坑中。由于这类坑的附近
往往未发现其他遗存，人们约
定俗成称其为“祭祀坑”。

盛伟说，两件铜器出土于
一座小山山顶上，海拔高度约
80 米，与汨罗江的直线距离约
2.3 公里。两件铜器的出土背
景或与“祭祀坑”类似。

出土时，铜觥侧置平放，铜
壶 倒 置 于 铜 觥 内 。 铜 觥 重
13.45 千克，器身呈扁圆形。考
古专家称，该铜觥器形独特，如

突出眼睛的变形兽面纹、“C”形
扉棱、羊角腾空设计的平嘴牺
首等，与以尊、罍为代表的殷墟
时期南方特征青铜器相一致。

出土的铜壶重 2.25 千克，
腹壁相对较直，下腹较高、外鼓
不明显，口沿下方饰弦纹和宽
口呲牙的兽面纹，与中原地区
常见铜壶有异。两件器物表现
出长江流域地方青铜器的特
征，年代大致属商代晚期。

考古专家认为，这两件铜
器出土地点和组合关系都比较
明确。两件铜器的发现，进一
步丰富了对长江流域青铜文化
面貌的认识，对于研究多元一
体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提供了
重要佐证。

两件铜器出土后均有不同
程度的破损，且因受埋藏环境
影响，纹饰局部锈蚀严重而模
糊不清，需进行除锈处理。据
了解，文物部门将修复保护文
物、整理资料和开展后续研究。

（本报综合）

老交警家有个“中医药藏书阁”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蓉

湖南出土两件商代青铜器
铜觥器形罕见

株洲市艺术收藏家协会
正式成立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赖杰琦

对于喜爱收藏的市民来说，今后
又多了一个“集体”——12 月 5 日，株
洲市艺术收藏家协会正式成立。

该协会由资深收藏爱好者、文化
企业单位共同发起，致力于传统文化
的传承与弘扬，将认真贯彻“让文物活
起来”的精神，保护、抢救、维护各种具
有文化艺术价值的收藏品。目前，该
协会有会员 102 人，其中中国收藏家
协会会员 6 人，持有国家级鉴定资质
证书的 3 人，以及多名从事相关艺术
理论研究的专家教授。

当天还选出了协会理事，并召开
了第一届理事会，陈忍当选为本届理
事会主席。

冬奥会纪念钞来了！
湖南分配到468万套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 12 月 21 日发
行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
钞一套，包括冰上运动项目纪念钞和
雪上运动项目纪念钞各 1 张，发行数
量为 2 亿套。湖南此次共分配到 468
万套纪念钞。

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
念钞与现行流通人民币职能相同，与
同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纪念钞每张
面额均为20元，每张票面长为145毫
米，宽为70毫米。冰上运动项目纪念
钞为塑料钞，雪上运动项目纪念钞为
纸钞。冰上运动项目纪念钞正面主景
为花样滑冰运动员图案，雪上运动项
目纪念钞正面主景为自由式滑雪运动
员图案。

据了解，这是中国人民银行最近
三年首次发行纪念钞，也是首次以对
钞形式推出纪念钞；而冰上运动项目
纪念钞，也是2000年千禧龙钞后中国
人民银行推出的第二张塑料钞。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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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云，书中自有颜如玉，书
中自有黄金屋，但在老曾眼里，书
中还有“养生方”。

老曾，全名曾轶明，是荷塘交
警大队的一名老交警，与坚守了
20 多年的交警岗位一样，他收藏
各种中医药书籍也有20载了。

一名老交警为何爱上了收藏
医书？这得从他的“出身”说起。

在老曾从事交警之前，他的
外公、父亲、母亲都是医生，老曾
家算得上是半个医学世家。

“在老家湘潭，外公是当时十
里八乡有名的郎中，母亲是当地
一家医院的医生，父亲当过部队
的卫生员，后来成了当地乡镇卫
生院的医生。”老曾告诉记者。

一次偶然，老曾对中医产生
浓厚兴趣。

“2000年，母亲所在医院发了
一本中医学方面的书，我偶然翻
了起来，发现中医学博大精深，尤
其那些民间验方很是有意思。”自
此，老曾开始了他长达 20 年的搜

书之旅。
在网络还不算发达的年代，红

旗广场、湘江边的旧书摊里常见老
曾的身影，他淘的第一本中医学书
籍就是《全国名老中医验方选集》。
去到外地时，他也会第一时间到当
地的旧书摊和旧书店里淘书。

后来网络发达了，老曾就成
了“网虫”，一下班就钻进“孔夫子
旧书网”，在里面搜罗各种中医学
书籍。有时候为了一本好书，他
不惜重金：11 年前，他花 1600 元
淘了一套上世纪70年代台湾版的

《普济方》；2年前，他又花1300元
淘了一本《民间献方选编》。

……
20年里，老曾已收藏近6000

册二手书籍，这些书籍大多是上
个世纪80年代之前出版的中医药
书 籍 ，多 以 民 间 验 方 类 书 籍 为
主。如今，家里的书柜早已不够
用，老曾又特意买了4个书柜来装
他的“宝贝”，为避免潮湿、虫蛀、
发霉，他定期会放一些卫生丸、香

氛在书柜里。
“收这么多书，看得过来吗？”

看着老曾有点“走火入魔”，妻子
有时忍不住嘟囔几句。可老曾心
中有大计。

以书会友，因书结缘。老曾
成了圈里有名的“收书狂”，他也
建 立 了“ 中 医 药 文 化 传 承 分 享
群”。“有时候群里的民间中医朋
友想了解一个验方，第一时间就
会找我借书，我就会复印或者拍
照发给他们。”老曾觉得有一群志
同道合的人分享这些“珍宝”，很
有成就感。

更重要的是，老曾的儿子即
将从湖南中医药大学毕业，家里
从医的“香火”顺利传到了儿子手
中，自己延续医学世家的梦想也
将在儿子这里实现。“他即将毕
业，我得为他助攻一下。”老曾表
示，这6000 本典藏医书就是他为
儿子打造的“藏书阁”。

在老曾看来，他收藏的既是
儿子的梦想，也是他未竟的梦想。

考 古

▲出土的铜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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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上运动项目纪念钞图案。（图片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