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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新春

春节进入倒计时，过年大
幕徐徐拉开，今年的“小年”又
与周末喜相逢，节日气氛愈发
浓烈，消费高峰如约而至。记
者走访发现，市民过节不忘节
约，聚餐与“光盘”相伴。

1月 14日中午时分，万达
广场客流量明显增多，最热闹
的要数三层餐企云集的“美食
一条街”，许多饭店上座率爆
棚，店外等候区坐着不少等待
叫号的食客。市民孔女士和闺
蜜走进一家特色烤鱼店，落座
后，服务员向她们推荐了“双人
套餐”，其中包含了主菜、配菜、
主食及饮料。“咱家套餐量大，
应该够你们吃了，如果有特别
喜欢的菜，再加一份足够。”服

务员建议合理，孔女士欣然接
受。“比单点菜省了 34元不说，
量也刚刚好，还一点儿没浪
费。”用餐完毕，孔女士看着桌
上的“光盘”欣慰地说。

过节怎么能少了一顿热
气腾腾的火锅，记者在走访时
注意到，不少市民在享受火锅
的同时，“光盘行动”也未缺
席。在一家火锅店，市民王先
生正与家人一起用餐。大约 1
个小时，吃得差不多了，看着桌
上没吃完的豆制品及几样菌
菇，他招手唤来服务员，让拿来

两个餐盒打包。王先生介绍，
如今节约风尚流行，将没吃完
的食材打包带走不丢人，越是
过节越要注意，不浪费。

吃多少点多少、吃不了带
走、按人数点菜……记者在走
访中发现，随着节约理念深入
人心，不少市民在就餐时合理
点餐，不铺张，不浪费。

此外，各餐饮企业也将厉
行节约的宣传标语张贴在厅
堂内显著位置，让节约习惯入
眼更入心。

记者 李晓琳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王晋
晶）1月 14日，北方传统小年。由于前一晚
飘然而至的降雪，市区披上了一层“银装”，
增添了年味。在众多市民赏雪景的同时，
快递小哥们却是加紧了步伐。当天，有不
少市民致电快递小哥“雪后路滑，可以改天
送”，还有市民在收件后送给快递小哥小年
灶糖。一份份理解和关心，让快递小哥收
获了浓浓暖意。

郭凯峰是山西中通朝阳网点的快递

员，最近格外忙碌，因为有大量的年货要
在春节前送到居民手中。每天一大早，他
就穿行在附近的小区，挨家挨户送快递。尽
管雪停了，但路面很滑，尤其是小街巷的积
雪结了冰，有的地方快递车不好走，就走着
送快递。

14 日上午 8 时，郭凯峰刚从网点取上
快递没多久，就接到一名用户打来的电话，
询问是不是有包裹要派送。确认后，对方
说可以迟一点或者改天再送，因为路上不

好走。“我听用户这样说，心里特感动。”这
份快递，郭凯峰还是按时交到了市民手
中。他说：“不能耽误送件，特别有的快递
是生鲜，必须及时送达。”

同样，山西中通迎泽网点的快递员李
宏伟也收到了一份感动。他一大早上门收
件，临走时市民特意送了一袋灶糖，并祝他

“小年快乐”。手捧着提前收到的“年味”，他
的心里感觉很温暖。另外，记者采访得知，
各个社区都全天开放了“爱心驿站”，快递小

哥等户外工作者随时能入内喝一杯热水，暖
暖手脚，享受短暂的休息。

中通快递集团山西省管理中心总经理
赵晓龙介绍，今年春节快递服务依旧“不打
烊”，很多快递员主动申请留在太原过年，
以便市民在节日期间也能享受到正常的寄
递服务。一边是想方设法把年货及时送
达，另一边是理解和关怀，这种市民和快递
小哥之间的“双向奔赴”，让快递“最后一百
米”更为顺畅。

本报讯（记者 刘志刚 通讯
员 刘凯丽）“换点新钱，准备过
年。新钱，有新意！还喜庆！大人
孩子都喜欢！”1月 13日，家住古交
市桃园街道马兰滩社区的阎女士
听说在社区就可以兑换新钱后，立
马带着家人前来咨询办理。

春节渐近，年味也越来越浓
了，大家喜欢在春节到来前换上一
沓沓崭新的钱币，用于孝敬父母长
辈、给晚辈分发压岁红包，表达美
好期许和祝愿。桃园街道马兰滩
社区特邀山西银行古交支行在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了“红包换
新、群众喜乐开颜”活动，为辖区居
民进行小额度新钞兑换。

闻讯而来的居民排起了长
队。“没想到今年换新钱这么方便，
我换了这么多都不嫌烦，为社区服
务点个赞！”一位刚刚兑换好新钱
的阿姨高兴地说，以前临近春节，

想换点新钱很不方便，如果想多换
点，还得跑好几家银行网点，费时
又费力。这次真好，社区服务到家
了！阿姨拿着新兑换的钞票，边说
边笑。

“为方便居民新年换新钞，我
们提前通过微信通知居民兑换新
钞活动的时间和地点，而且银行的
工作人员也精心准备了 10 元、20
元、50 元、100 元各类面额的新版
人民币，在现场为居民们提供兑换
服务。”马兰滩社区党支部书记说，
通过举办该活动，来践行“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理念。

此次活动共兑换新钞近 30万
元人民币。在兑换过程中，工作人
员还为居民讲解了防伪与反假币
相关知识，既为居民提前送上了节
日的祝福，同时也提高了居民安全
意识，让居民过一个平安、祥和的
春节。

本报讯（记者 陈珊）随着抖音、快手
等自媒体的发展，虚拟财产带来的纠纷也
越来越多。1月 13日，杏花岭区法院冯建
军法官成功调解了一起抖音账户实名认
证纠纷案件，这是《民法典》实施以来该法
院首例涉网络虚拟财产纠纷案件。

该案原告为太原某职业培训学校，被
告为张某。原告为扩大网络营销渠道，开
设抖音账号用于学校宣传。张某于 2018
年 5月入职原告学校工作，担任抖音账号
的网络推广运营工作。当时，张某提供了
自己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人脸识别等
个人信息，将该校抖音账号实名认证至自
己名下，经过两年的运营，该校抖音账号
粉丝约 4.7万人。当年 11月，张某因个人
原因从学校离职，2022年 9月，张某计划在
抖音上新开个人账号用于直播，但是由于

抖音平台的规定，张某无法再用自己的个
人信息绑定新账号。

之后，张某和职业学校联系，要求学
校注销由自己实名认证的抖音账号。学
校负责人则认为，这个运营了多年的账号
本就是学校的公共财产，在运营期间，学
校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
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注销账号将对学
校造成较大损失，于是拒绝了张某的要
求。双方就诉争抖音账号的归属及实名
认证变更未达成一致意见，经数月协商未
果，2022年底，职业学校将张某诉至杏花
岭区法院。

杏花岭区法院立案庭将案件分流至
冯建军工作室进行诉前调解。“我国《民
法典》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对虚拟财产
作出规定的法典，它积极回应数字时代

的迫切要求，为虚拟财产的保护提供了
原则性依据。”冯建军法官表示，网络虚
拟财产是一种数字化新型财产。过去，
由于我国没有与网络虚拟财产直接相关
的法律规定，面对游戏账号、游戏货币、
游戏装备被盗，或是因交易产生纠纷的
情况，网络游戏玩家即便报警，公安机
关在不明确这些账号、装备是否具有财
产属性的情况下，往往不予立案。但
是，随着互联网虚拟世界的快速发展，

“云端”生活与现实生活关联日益紧密。
冯建军解释，我国《民法典》第一百二

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
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是《民
法典》对互联网时代各类纠纷的回应，当
公民依法取得的网络虚拟财产受到侵害
时，可以同其他财产权益得到法律平等保

护。在调解过程中，冯建军查阅了大量相
关案例，咨询了同类案件的承办法官。同
时，积极与抖音运营公司法务联系，确认
本案涉案抖音账户实名制认证在技术方
面的变更程序。接下来，冯建军多次与张
某沟通，最终，双方握手言和，达成了调解
协议：一、确认原告为诉争抖音号的实际
使用人；二、张某于 2023年 2月 1日前协助
原告办理诉争抖音账户的实名认证变更，
相关变更手续等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

冯建军解释，虚拟财产其实不“虚”，
网络空间更不是法外之地。“《民法典》
明确网络虚拟财产与现实财产权益同等
的保护地位，侵犯他人合法取得网络虚
拟财产权益，虚拟财产权利人可以依法
要求侵权人停止侵权、返还财产、赔偿
损失等。”

本报讯（记者 王丹 通
讯员 党红芳 文/摄）1 月
13日，小店区坞城街道太航社
区邀请居民开展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包饺子、过小年，相亲
相爱一家人”迎新春、送温暖
邻居节活动，大家一起包饺子
迎接小年的到来，并送给孤寡
老人品尝。

活动开始后，大家撸起袖
子分成几组，和面、擀皮、拌肉
馅，分享着自己包饺子的方法
和过年习俗。一片欢声笑语
中，一个个生动可爱的饺子
便排成一排。煮熟后，大家
共同品尝热乎乎的饺子，饱
含着幸福与温暖的味道。

饺子的香味弥漫在活动
室里，吸引了许多居民来品
尝。大家畅聊节日趣事，欢声
笑语畅想新年。

活动中，社区网格员郭莉

和网格长郝文静还把第一批
出锅的饺子打包，及时送到高
龄孤寡老人彭聘泉手中。热
乎乎的饺子把温暖传给了老
年人，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尊
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
美德，让老人们感受到社区大

家庭的关怀与温暖，也为即将
到来的新春佳节增添了一抹
亮色。

员工离职抖音账号归谁？
法官依法解纷争

快递小哥送件收获暖心问候
雪后路滑

1 月 14 日，迎泽区桥东街道主办了“潮起年味 瑞兔迎春”迎新春
活动。现场，各社区居民表演了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节目，营造了喜庆
祥和的节日氛围。 张昊宇 摄

“小年”聚餐 “光盘”相伴

包饺子过小年 邻里一家亲在社区换新钱 欢欢喜喜过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