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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代睿 综合新华
社）9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
布会，发布国歌标准演奏曲谱和国歌官
方录音版本。此次发布了3个版本演奏
曲谱和4个版本官方录音，能够涵盖国
歌使用的主要奏唱形式和使用场景，将
更有利于国歌奏唱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有利于党和国家的礼仪制度、礼乐制度
的建设，更好维护国家尊严。

2017年9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法》。国歌法全面规定了国歌的地位以
及国歌奏唱的场合、形式、礼仪等内容，
并附以国歌词谱。

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武增介绍，为进一
步规范国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中央宣
传部、国务院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积极推动相关工作，会同中国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中国音乐家协会组织开
展了国歌标准演奏曲谱审定、国歌官方
录音版本的录制。

武增介绍，全国人大法工委等部门
先后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审定会议，并征
求了相关部门意见，邀请新闻宣传、文化
艺术、教育、外交、体育、军队等有关方面
领导专家共同参与审定工作，将长期实
践后形成的深入人心的唱法、演奏法、力
度等内容明确固定下来，最终确定了此
次发布的国歌标准演奏曲谱，包括管弦
乐总谱、管乐总谱、钢琴伴奏谱。

在曲谱审定的基础上，中央宣传部统
筹中国文联、中国音协组织中国交响乐团、
解放军军乐团、中央音乐学院和专业录音
团队对国歌官方录音版本进行了录制，并
在录制完成后听取有关部门的意见，最终
确定了由管弦乐版、管弦乐合唱版、管乐
版、管乐合唱版组成的国歌官方录音版本。

9月1日，国歌标准演奏曲谱和国
歌官方录音版本正式发布。国歌标准
演奏曲谱和历史版本的演奏曲谱有何
不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
院长、国歌标准演奏曲谱审定专家委员
会主任俞峰表示，本次审定后确定的国
歌标准演奏曲谱对国歌旋律均未作任
何改变。在速度标记上，管弦乐总谱、
管乐总谱、钢琴伴奏谱统一标注了每分
钟96拍。

俞峰介绍，国歌标准演奏曲谱主要
在四个方面作了完善和规范。第一方
面，封面、扉页和出版记谱的规范；第二
方面，速度标记，管弦乐总谱、管乐总
谱、钢琴伴奏谱统一标注了每分钟96

拍。这个规范是由著名音乐家吕骥、李
焕之提出，并经解放军军乐团自1983
年起在重大礼仪、重大会议奏唱国歌的
长期实践进行的经验总结和规范的结
果；第三方面，表情术语，就是应该以怎
样的礼仪和情绪来奏唱，三种曲谱统一
在曲首标注了“庄严地”，是为了更好地
规范对国歌奏唱的理解和情感表达，增
强国歌奏唱的严肃性和规范性；第四方
面，乐谱内修改涉及的力度标记，是基
于长期演奏实践得出的经验总结，这些
力度标记有助于国歌奏唱的准确性、规
范性，还有部分修订是基于出版要求的
最新规范表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代睿

国歌标准演奏曲谱与历史版本有何不同？

正式转折
问：上周五沪指低开，盘中冲高

回落，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市场全天放量走高，深成指

和创业板指盘中一度涨超3.5%，尾盘
有所回落。盘面上近4700只个股上
涨，保险、游戏、房地产板块表现较
好。截至收盘，两市涨停63只，无1只
个股跌停。技术上看，沪深股指均收
复5日均线，两市合计成交8766亿元环
比增加；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均收于
5小时均线附近，60分钟MACD指标均
呈现金叉状态；从形态来看，尽管银行
股继续大跌，但市场却拒绝调整出现
放量上涨，各股指日线MACD指标均全
面金叉，深成指和创业板指还收复了
60小时均线，由于此前市场已满足时
间和成交两大转折的必要条件，在两
市成交量突破7500亿元后，这一转折
正式成立。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累
计成交、持仓均增加，各合约负溢价水
平整体继续缩减。综合来看，极限打
压下，沪深股指收出月线4连阴，由于
半年报披露完毕，随着各路资金的重
新回归，反转冲锋号正式吹响。

资产：上周五按计划持股。目前
持有华创云信（600155）130万股、卓
胜微（300782）9.6万股、太极实业
（600667）130 万 股 、长 安 汽 车
（000625）45万股、翰宇药业（300199）
45万股。资金余额4788929.8元，总
净值35534029.8元，盈利17667.01%。

周一操作计划：太极实业、长安
汽车、华创云信、卓胜微、翰宇药业拟
持股待涨。 胡佳杰

白 杰 品 股

国歌标准演奏曲谱和国歌官方录音版本发布
包括3个版本演奏曲谱和4个版本官方录音

说是免费安装实际不免费、高空费
材料费“套娃”收费……近日，不少消费
者在社交媒体反映，自己本是高高兴兴
换新家电，却被安装费“刺中”，有的安装
费甚至高达商品本身价格的四成。专家
建议，随着“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推进，
家电企业应同等重视安装等售后服务，
努力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消费体验。

家电安装收费不规范问题较为突出

“买的时候没说安装要收费，结果上
门后2000元的热水器安装费花了754
元。”湖南永州市道县的吴女士提起这段
经历时仍感不悦，“收得太多了，还不知
道去哪投诉。”

北京的贾女士也有糟心体验。“正是
看到这家空调线上店铺写着‘透明化收
费’，才敢下单，结果还是被多收了几百
块的高空作业费。”后来问客服，贾女士
才被提醒页面下方有小字：收费标准根
据当地及安装环境情况进行协商收费。

“大热天的师傅确实不容易，我着急用，
只能先这样。”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问题并不鲜
见，甚至已经成为“行规”。在小红书等
社交平台，搜索“家电安装”等关键词，大
量“避坑”帖就会出现，热水器、空调、抽
油烟机等成为消费者“吐槽”的集中品
类。据广东消委会的统计，仅过去一年，
家用电子电器投诉件数同比增加37480
件，其中售后问题投诉最多的情况就包
括“安装收费混乱”。

针对上述家电安装收费不规范问
题，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
认为，安装费作为家电销售的附属收费，
属于市场调节价，法律层面没有明确的
限制。但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来
看，经营者应当做到在显著位置明确告
知消费者收费细则，并尊重消费者自主
选择安装服务提供者的权利。“滑到最后
一屏才能看到的小字、不按标准执行等，
显然都是不太合理的。”

家电安装“糊涂账”成因何在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面上提供的家
电安装服务主要有三种方式。一位京东
家电家居事业群的产品经理介绍：“要么
是销售商负责安装，比如京东对某些签
订了协议的家电厂商可以做到‘送装一

体’；要么家电企业自己在接到订单后负
责安装；或是交由第三方安装。”

然而，无论是上述哪种方式，对并不
精通家电知识的消费者来说，安装服务
提供者无疑是更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
加之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含糊不清的
配件费用，让本该公平透明的服务成了
一笔“糊涂账”。

售后师傅同样有苦难言。有着15年
家电行业从业经验的杨彦朋给记者举了
个例子，当一位师傅安装完成，收取150元
人工费、配件10元时，有的消费者常会感
叹人工费太高。但有时候师傅换用一个
零组件，收取更高额的配件费时，消费者却
会觉得很值得。“实际上，消费者有时并不
太了解售后服务中的技术价值。”中国家用
电器服务维修协会副会长赵捷表示。

导致家电安装服务不尽如人意的一
大原因是一些家电企业对售后问题的不
重视。苏宁易购吉林地区管理中心公共
事务部总监王晓超说：“虽然目前市面上
规模较大的家电品牌都有着较为完善的
售后服务体系，但并不代表所有品牌对
此都有保障。”

家电售后服务的人工成本越来越
高，但实际上安装结算的费用却增长滞
后。“部分企业外包安装费的结算标准至
今还保持在2008年的水平。”赵捷也证
明了这一点。

业内人士认为，安装费用问题的成因
来自多方面。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说，家电安装客
单小、服务商流动性强、监管难度大、消费
者投诉困难多等原因都影响着问题的解
决，“本质上看还是行业还不够规范、诚信”。

多管齐下补足家电售后服务短板

早在2006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制
定的《家用电器维修服务明码标价规定》
就已实施，其中明确要求家电维修服务
的一项服务可分解为多个项目和标准
的，应当明确标示每一个项目和标准，禁
止混合标价或捆绑搭售。2023年，北京
市发布《北京市家用电器维修服务明码
标价规定》。

针对这一问题，各地各部门也在持续
行动。上海从8月起，集中力量进行夏季
家电维修市场专项整治；中消协发布家电
以旧换新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选择正规
渠道购买家电，售后才能得以保障……

在陈音江看来，解决问题的关键，还
是在于家电企业要打破重销售、轻售后
的发展思路，重视自身的品牌建设。无
论是谁来提供安装服务、如何收取安装
费用，都需要家电企业将售后服务和销
售本身当作同等重要的事情来看待，确
保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服务。此外，数
字化手段的应用也可以大大降低信息
差，通过在线支付、验收、评价，消费者可
更直观地了解服务全过程。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家电服务行业
的良性发展离不开一个更好的标准体
系。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从
2002年开始一共牵头起草了4个国家标
准、24个行业标准。但就整个家电服务
业来说，这个标准体系还不够完善，更需
要与时俱进。

针对具体的收费标准，任超建议，未
来可进一步探索明确安装费这类附加收
费的认定标准，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
业、细分领域的情况，授权地方、行业协
会或消费者保护组织来确定执行规范，
引导市场良性竞争。 据新华社

某社交平台上关于家电安装“被刺”
的经验帖截图。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免费成噱头

家电安装收费不规范问题如何解？
三部门联合启动2024年
“金融教育宣传月”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日联合启动
2024年“金融教育宣传月”活动，切实
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及风险防范
能力，营造和谐健康金融环境。

本次活动于今年 9月开展，以
“金融为民谱新篇 守护权益防风险”
为主题，以教育活动为切入点、以金
融为民为出发点，汇聚金融全行业力
量，广泛普及金融知识，完善金融惠
民利民举措，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推
动金融行业更好服务于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