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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评论☞ 文/李思辉

城市越来越现代化了，修鞋子、缝衣
服、磨剪刀的去处也越来越难找了。今年7
月份，商务部等 13 个部门对外发布《全面
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2023—2025）》（以下简称《行动计
划》），提出到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
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多种类型的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建设，根据“缺什么、补什么”的
原则补齐“一菜一修”等便民设施。

修车、修表、磨刀、配钥匙等“小修小
补”，看似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实际上
却是与千千万万普通市民密切相关的民生
需要，是市井生活的一部分，是不应忽视的
城市治理单元。过去几十年，我国城市建
设日新月异，城市里摩天大楼越来越多、地
标性建筑争奇斗艳、大型场馆拔地而起，现
代都市的光鲜亮丽、灯火璀璨有目共睹。

在享受这些华丽外表的同时，生活在城市
里的人对“针头线脑”等基本生活服务依然
有着现实的需要。

城市建设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的生活
更美好。人民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
胡同里的大爷、弄堂里的阿姨、写字楼里的
白领、车间里的工人，是每一个生活在城市
里的普通人。以最大努力满足最广大人民
群众的基本生活配套需求，是“以人民为中
心”的题中应有之义。由此而论，“小修小
补”“针头线脑”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情，而
是一个检验城市治理品质是否达标、发展
理念是否科学、决策思路是否清晰的大问
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治理是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要注重在科学化、

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何为精细化，就
是在规划上的大开大合、改造上的大拆大
建、管理上的大抓大放之外，从小处着眼、
从细处着手，以城市各项配套服务的事无
巨细、周到便捷，切实提高市民的幸福感、
安全感、归属感。因此，“小修小补”“针头
线脑”也是对治理者“绣花功夫”的一个检
验。

眼下，一些城市已经注意到了市民生
活需求匹配程度跟不上城市发展速度的问
题，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总体上看，

“小修小补”“针头线脑”难寻的问题依然普
遍存在。这里面有店铺租金过高、利润无
法覆盖成本的问题，也有城市管理过于严
苛，小摊小贩难以存续、走街串巷难以继续
等问题。但不论如何，只要下定决心，这些
问题都绝非无解之题。

“针头线脑”检验城市治理“绣花功夫”
画说★画说★画说★画说

☞☞ 文/史洪举新闻内外新闻内外

据媒体报道，暑假期间，人们出游热情
高涨，但因盲目跟风前往网红打卡地导致
人员被困，甚至发生人身安全事故的情况
层出不穷。近日，青海文旅厅发布公告称，
严禁游客擅自进入无人区、未开放和未开
发景区开展探险、旅游，各类人员和团体因
私自探险、穿越自然保护区、无人区等被
困，救援费用由相关人员和团队全额承担。

近年来，一些人因在毫无准备和预案
的情况下，乱闯禁区、违规探险，或者在正
规景区游玩时无视警告，非法穿越到未开
发区域探险，频频遇险。相关救援给地方
政府部门和民间救援团队带来巨大风险和
成本，有的甚至造成了人身伤亡。比如，去
年有人在北京因攀爬野长城被困，一民间
救援队员在营救时遇难。如此现实语境
下，青海上述公告明确任性探险者承担全
部救援费用，释放出了一种强烈信号。

有人陷入危险境地后，政府部门当然
有救助责任，问题是，这种因盲目探险而遇
险的救援，难度往往很大，成本也很高。而

除了经济成本，一些驴友未经许可或备案
擅自进入禁区、无人区而遇险，救援人员也
很难预判险情程度，同样面临着相当高的
人身危险。

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权责一
致，无视规则和警告的违规者要对自己的
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付出相应的代价和
成本，否则就可能形成负面示范，从而导致
更多人任性妄为，不把自己的性命和救援
人员的安危当回事，导致更多公共资源被
无端浪费。

在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法治社会，景区
及相关部门对其管理范畴内的游客遇险情
形，有救助义务。但任性者刻意突破红线
等行为，往往会超出救援团队的能力。因
而，应遵循自甘风险者自担损失原则，由冒
险者承担相关救援费用。对此，旅游法明
确规定，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
救助后，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当然，还需考虑另外的可能性，比如，
如果有偿救援费用过高，一些遇险人员可

能会等到迫不得已时才求救，由此很可能
错过最佳救援时机，或者遇险人员明确拒
绝有偿救援，转而寻求公安机关的帮助。
此时，该如何在坚持生命第一的原则下协
调收费与救援的关系，是必须思考的现实
问题。

应该认识到，户外活动是享受生活，而
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近年来，
不少地方和景区都陆续公布了有偿救援的
方案，也有不少景区在救援行动结束后向
肇事者发起追偿的案例，这些都释放了倒
逼任性游客约束自身行为、遵守相关法律
和规定的强烈信号。当然，收费不是目的，
还应平衡好各方关系。只要有人遇险，均
应先行救援，事后再综合评判过错程度进
而追偿。这种“两笔账分开算”的做法，是
生命至上的要求，也是兼顾情与法的实践。

总之，希望更多人能够从相关案例和
举措中凝聚敬畏自然、爱护生命、遵守规则
的共识，主动减少和杜绝不负责任的冒险
行为。

由任性探险者“全额承担”救援费释放的信号

☞☞ 特别关注特别关注 文/崔文佳

近日，一则高铁上某女子与哭闹孩子
家长争吵的视频热传。结合视频和拍摄者
的讲述不难看出，当事孩子不过一岁多，还
不太会说话，哭闹过程中家长已尽力安抚，
但效果不佳。这时候，邻座女子火冒三丈，
一通高分贝“激情输出”要求孩子马上闭
嘴，反而让小事变大。这次更多人站在了
孩子一边，指责该女子“他只是在哭，而你
在闹。”

一段时间以来，高铁上的类似纠纷不
少，“孩子欠管教、家长不负责”的批评声颇
高。但理性一些看，很多情况实在不能一
概而论，不是所有哭闹的孩子都属“熊孩
子”，也不是所有无法让孩子“马上闭嘴”的
家长都是“熊家长”。对于那些已经具备了
自主能力却不讲规矩的大孩子，以及明明
可以管教却无视公共道德的家长，的确应

该抨击。可对于婴幼儿来说，哭闹恰是他
们表达需求的途径，时不时地来上几嗓子，
实属难免。只是毕竟打扰到了别人，很多
家长不想争辩太多，久而久之，反倒形成了

“沉默的螺旋”。如今的评论区之变说明，
经由一段时间的讨论，舆论开始回归理性，
更多人开始呼吁“出门在外，将心比心”。

当下网络世界正愈发呈现出多元化、
小众化特征，身在其中的我们看似挨得很
近，实则可能沉浸在不同的圈层。具体到
上述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未育和已育两大
人群的互不理解。特别是当前，“小作文”
成风、短视频泛滥，一些人稍有不爽就宣泄
情绪，还动辄诉诸“网络法庭”，以众人的应
和来证明自身的正确。但事实证明，这种
操作往往会让不解变成误解，甚至成为彼
此攻击、加重戾气的导火索。

公共空间熙熙攘攘，勺子免不了碰锅
沿。大家的关切点、容忍度又各不相同，很
多事情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存
在绝对正确的一方。这个时候，需要大家
各退一步、彼此包容。你尊重我的权益、我
理解你的不易，很多摩擦都能化解。倘若
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都要拿严苛的标尺
量一量，放到网上论一论，只会加剧社会的
分裂，人群的隔阂。

公共空间的“公共”二字，代表了平等
和包容。该守的规则当然要守，但我们也
必须明白，无论带不带孩子，谁在公共空间
也不可能实现自我感受的最优化，这不是

“吃亏”，而是公共文明的体现。希望高铁
上孩子哭闹不要再成为新闻，也希望在高
铁车厢外，我们都能有对规则的敬畏心，也
有对他人的同理心。

公共场所容不下幼儿哭闹？

☞☞ 大众话题大众话题 文/堂吉伟德

近日，一网络主播宣称在山东青岛户
外直播途中“被绑架殴打”，事件引发网民
关注。经警方调查，相关“绑架”视频系摆
拍。今年以来，类似造假摆拍的事件已发
生多起，诸如“女子吃饭遭陌生男子要求陪
酒”“女子输液被陌生男子拔针扎进水桶”
等引发大量关注，事后经查均是造假摆
拍。目前，多人因造假摆拍视频造成恶劣
社会影响而被平台无限期封号，并被公安
机关依法处以拘留等处罚。

在网络时代，当网红、赚流量，是个人
的自由选择，也是赚钱谋生的一种手段，但
制作网络视频等产品的博主和运营者应当
遵守公序良俗，努力以高质量的原创作品
去开辟发展之路。然而，当前一些博主急

功近利，为了吸粉、吸睛，所作所为不惜违
反法律法规规定甚至冲破道德底线，造成
极坏的社会影响。比如，之前有男子踩踏、
脚踢警车并拍照上传至直播平台，有人杜
撰以暴制暴的短视频，等等。

别以为制作短视频中出现的一些造假
摆拍行为是“闹着玩”。必须让这些人为自
己的行为付出法律代价。比如，公然发视
频挑衅法律法规、道德底线和执法权威等
行为或已涉嫌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根据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散布谣言，谎报
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
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
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
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而有关

行为及短视频扩散引发更恶劣的后果，则
还可能涉嫌触犯刑法，如直播食用国家保
护野生动物、分享采摘珍稀植物物种的视
频并提供路线攻略等。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依法治网管网离不
开各方联动和共同努力。一是每个人要以
案为鉴，对公序良俗和法律法规要心存敬
畏，对相应的法律后果心中有惧，在日常参
与网络生活的各类行为中规范自身行为，守
好第一道防线。二是相关部门要相互配合，
共同为净化网络空间努力。三是相关平台
要充分履行把关责任，承担技术防控的任
务。事实证明，平台方和营运方在技术上可
以做到对有害信息的甄别和把控，可以掌握
一手线索，配合有关执法部门实现综合治理。

别以为造假摆拍就是“闹着玩”

聚焦★聚焦★聚焦★聚焦

甘肃天水古城花了8亿多元保护资金修缮
后，很多处古建筑被“改头换面”，脱离了原来
的风貌，一处古建筑甚至被改造成日式餐厅。

修缮古城投资巨大，进行适当的商业化改
造利用无可厚非。但古城应突出一个“古”字，
动辄拆除楼梯、磨平雕饰、“整容式”改造，成了

“几不像”，破坏了前人留下来的宝贵遗产。鼓
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监管应
时刻保持“在线”，只有坚持文物保护理念，用
专业化要求进行规范和引导，才能让古建筑在
保留历史原味的基础上，活化出新“故事”。

文/袁媛 图/张永文

智能电视开机先看广告、收费名目五花八
门……一段时间以来，智能电视“套娃”收费频
频引发消费者不满。8月21日，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等有关单位，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
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要求今年年底前，开展
试点工作和专项整治，聚焦解决“收费包多、收
费主体多、收费不透明”问题，电视“套娃”收费
现象得到明显改观；大力改善用户开机看电视
的体验，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IPTV开机即看直
播电视频道。统筹有线电视、IPTV和互联网电
视三大体系，下大气力解决“看电视难、看电视
烦”问题，将大大提升消费者看电视的满意度，
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文/时锋 图/王鹏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的“暴走团”
引发关注。据网络视频显示，在阳朔县十里画
廊景区附近，多个“暴走团”无视交通规则、抢
占非机动车道，导致车辆无法正常行驶。不少
人认为，这种行为有扰乱公共秩序之嫌。

实际上，“暴走团”由来已久。他们穿着统
一的服装，举着鲜艳的旗帜，放着明快的音乐，
喊着响亮的口号，迈着较整齐划一的步伐在马
路上穿行。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无视红绿
灯……部分“暴走团”罔顾法律法规和交通安
全，影响了正常的交通秩序，带来一定的安全
隐患。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
度越来越高。“暴走团”的兴起，体现了人们对
于健康的追求。热爱健身、锻炼身体本是好事，
但不能影响公共秩序，更不能违法。道路是专
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不是运动场所。对于

“暴走团”的违法行为，相关部门应该加强监
督、提高警惕，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此外，
媒体也要加强宣传引导，对“暴走团”的不当行
为予以必要的曝光、监督，让健步走在法律和
道德的轨道上运行。

规范“暴走团”的行为，不宜一刀切。除了
依法制止种种路霸行为之外，还应充分考虑人
民群众健身运动的实际需求。比如，有关部门
不妨参照马拉松管理规则等，设置专线、专场
等，拓展健身资源，引导广大群众在指定场所
锻炼身体，从源头上解决“暴走团”扰民问题。

文/周志宏

“暴走团”不能成路霸

电视“套娃”收费该退场了

古城“整容”变“毁容”，谁之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