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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灯火，万家浓情。“夜经济”有标
志性商圈，夜文化有代表性场所，而老百
姓的夜生活是无所不在的。在经济社会
普遍繁荣的新时代，“夜经济”不只是商
圈的事儿，不只是城市的事儿，“夜经济”

灯光要照亮城乡，更好温暖百姓夜生活。
“夜经济”，主体是人的夜生活。发

展“夜经济”、服务夜生活，在集中消费娱
乐的商圈之外，要更多面向社区服务，要
像上海等地一样，努力为24小时便利店

进社区提供便利，让人们更好享受家门
口的“夜经济”。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数
据，目前我国有便利店 10.6 万家，每 1.3
万人拥有一家便利店。日本约每2248人
拥有一家便利店，按此密度计算，我国拥
有70万家左右社区便利店的潜力。一个
深夜便利店，并不需要商品多么丰富，饭
团、关东煮、方便面、咖啡，这些最常买的
东西就够了。夜归人即便不买东西，也
愿意下车后先进店转一转，与店员互道
一声温暖的“你好”。的确，一个地区的
夜晚灯光亮度与其经济繁荣成正比，但
这灯光不需要那么辉煌夺目，不需要卫
星图片都能显示，只需要街角一盏灯，就
能体现一个社区“夜经济”的真正暖色。

“夜经济”表明夜晚不仅属于睡眠，
然而良好睡眠却属于“夜经济”。目前助
眠枕头、助眠香薰、助眠眼罩等“睡眠产
业”迅速发展，在由发达国家及地区主导
的全球睡眠产业中，每年上千亿元的中
国市场正呈现后来居上之势。阿里、苹
果、谷歌等科技巨头也纷纷布局睡眠领
域，蜗牛睡眠、萤火虫睡眠、小睡眠、白噪
音等助眠APP多达上百种。通过研发、

推广、普及，从夜间瑜伽、健身到人工智
能助眠，让人们更好地享受夜晚时间，在
夜间能够更好地放松，更有质量地休息，
更好地恢复身心，属于“夜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大力发掘。

“夜经济”不只属于城市，也属于乡
村。从依托密云干峪沟村30套民房的北
京山里寒舍、延庆姚官岭村 6 个知名品
牌组成的延庆民宿集群，到广州梅县区
涌现的三舍、花间慢、志睦楼、雁南山居等
有名品牌，我国乡村民宿正成为乡村振兴
的重要产业，“吃农家饭”向“借农家眠”纵
深发展。2019上半年，途家乡村民宿交易
总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180%。最近三年
间，河北丰宁当地的民宿线上交易额增
长近50倍。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住
宿发展报告2019》指出，乡村民宿拥有优
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风情、舒适的
慢生活体验、较高的性价比优势，正在赢
得越来越多城市消费者的青睐。告别繁
忙喧嚣的城市，回归绿水青山中的田园
农舍，在周末以及节假日“到村里住几
宿”，正使乡村成为“夜经济”的新乡愁，
点亮了寂静的山村、净化了疲劳的身心。

随地吐痰、排队加塞，人见人烦；遛
狗不牵绳、广场舞扰民，你希望怎么
管？据悉，北京将通过立法规范市民文
明行为。目前相关部门已发起问卷调
查，8月5日至25日，市民可线上或线下
参与问卷，调查结果将为立法提供重要
参考。

将开门立法阶段前展，邀请公众
“票选”应立法规制的不文明行为，不失
为一种很好的尝试。从问卷设计来看，
这次调查可谓十分接地气。选项上，随
地吐痰、机动车乱停乱放、广场舞扰民
等几乎覆盖了近些年舆论吐槽的大多
数不文明行为；而惩处措施方面，从批
评、警告、罚款到纳入征信记录、安排社
会服务、治安拘留等层次划分相当细
致，充分考虑不同人群的不同接受程
度。开门问卷，了解市民最广泛、最真
实的想法，对于寻求立法的“最大公约
数”，善莫大焉。

种种陋习，看似琐碎，但莫不是发
生在你我身边。管或者不管，以什么
方式管，管到什么程度，与每个人的生
活质量密切相关。尤其是反观当下，
人们虽然对社会文明有着共识，但具
体到每件事儿上，可能态度又大相径
庭。譬如，人人都反感随地吐痰，但如
果是熟人随地乱吐，想制止却说不出
口；谁都不愿意被不牵绳的狗吓一跳，
但到了自家，就坚信不拴绳也不会发
生意外。可见，一旦缺乏明确统一的
强制标准，事情就有了弹性空间，同样
的行为处于不同情境之下所受到的约
束完全不同，甚至让人们反求诸己的

时候自我打折；要求别人的时候从严
从细。到头来，不文明现象“人人喊
打”，最后却因为各种原因被轻轻放
过。如今有了广征民意的渠道，大家
应当畅所欲言，让自己的意见最大程
度地反映到立法过程中。

以长远来看，民意的重要性，不仅
体现在眼下的立法阶段，更体现在日后
的司法阶段。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政
策公约，说到底都是为了规范社会大众
的行为。其约束力和执行力如何，关键
在于民意认可度。前期的民意征集，既
是一个磨合碰撞、意见释放的窗口，也
是一次宣传教育、常识普及的过程，而
且范围铺得越广、参与度越高，凝聚的
共识就会越大。就拿此次的立法规范
市民文明行为来说，哪些善行最应当被
鼓励，哪些陋习最应该被严惩，什么程
度的处罚最为合适，这些都是切实问
题。上下充分交流沟通，不同群体充分
碰撞，才能清晰知晓最大多数市民的期
望值。当政策和立法具备了厚实的民
意基础，后续落地势必更加行之有效。

人民永远是城市的主人翁。北京
作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城市治理任务
纷杂繁重。塑造良好的城市文明，有赖
于有关部门为公共行为定规立法、狠抓
严管，更离不开普通市民的积极参与、
身体力行。大家都来建言献策，做治理
的参与者、文明的维护者，而不是淡漠
的旁观者，让文明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
递、彼此熏陶，自觉使个体行为与公共
目标实现同频共振，我们的城市必然更
加美好有序。

都来为文明公约立法建言献策
□汤华臻

近年来，国家一直提倡“绿色矿
业发展”模式。要求在合法开采的前
提下，用规范的管理让周围百姓与矿
山和谐共处。然而在新泰，当地为了
体现绿色，居然将一座矿山涂上了绿
漆。（7月31日 澎湃新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前
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应当做到共生共
存。矿业发展是部分地区发展的支
柱产业，在保护自然的基础上实现矿
山合理开采，是正确规范的可取之
道，但是不顾自然发展规律，肆意开
采矿山，且面对环保检查，妄图“刷绿
漆”应付过关，则是性质恶劣的知法
犯法的行径，这种“被上色”的青山要
不得。

为应对环保检查，将一座矿山“染
成绿色”，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让人不

齿。“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本该是绿树
丛生、生机勃发的大好青山，却因为少
数人的眼前利益而被过分开采，最终
导致原有的生态环境被破坏，造成不
可挽回的局面。在生态文明日益深入
人心的当下，不能积极作为，却是“表
面一套，背后一套”，这种形式主义的
环保行为，是要坚决摒弃的。

面对后续责任追究，岂能“踢皮
球式”互相推诿？记者采访当地环境
监察大队，反遭工作人员开呛：“我找
谁落实呀”；向行政审批局生态环境
窗口问询，竟得到“早晚得查”的回
复。这些不负责任、转移话题的避重
就轻式答复，难道就是所谓人民政府
对于当地生态工作的态度吗？刷绿
漆已经是失职行为，面对问责若再互
相“甩锅”，就要严查背后的问题，把
有关部门的遮羞布扯下。

生态环境领域的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要坚决严查彻查。这是对生态
文明建设的贯彻落实和认真负责，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
生态文明理念不要仅在口头上说说，
更要在实际工作和日常行动中见真
章。矿山被肆意开采，只是生态环境
问题中的冰山一角，我们在处理此次
事件中，更要吸取经验教训。对于相
关部门，要问责到底，把责任归属落
实好，根除问题根源；破坏区域应做
好事后土地回填和环境恢复工作，还
大自然以真正的青山。

“被上色”的青山要不得，绿水青
山必须原生态，这是对生态环境建设
的最好回应，也是对当地环境的负责
与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要把
生态工作做实做细做好，将生态建设
进行到底！

近日，有媒体对10家知名手机浏览
器App展开调查，以初次下载后首页推
荐的100条信息流为样本，发现广告和
内容乱象重重。个别浏览器广告比例
达到了20%，而且大多以美容保健类广
告和借贷广告为主，没有任何风险提
示。内容方面，两性话题、穿着暴露的
美女图片是各家浏览器较爱推荐的内
容，10款样本浏览器中，便有7家明显涉
嫌低俗违规。

今年6月份，《人民日报》曾重点报
道过电脑浏览器的“弹窗乱象”，指出不
仅广告泛滥无度，而且还有不法商家劫
持网络主页，导致色情暴力信息泛滥。
这些问题已然棘手，但在手机浏览器上
可能更为严重。因为手机获得了更多
权限，对用户更为了解，在所谓“大数
据”“云计算”的外衣下，商业意图被包
装得更为巧妙。正如调查所显示的，浏
览器会有意无意地推送低俗色情内容，
以博取用户眼球；某些广告隐藏在信息
流中，十分隐蔽，难以察觉；一些“精准
推送”的内容，用户一旦被诱导点击，便
有隐私信息泄露之虞；还有网络医托、
借贷平台等，称得上是诈骗重灾区，它
们“升级”为集团化运作，研发各种话
术，消费者一不留神就会踩入坑。

种种乱象，指向浏览器的商业模式
问题，也就是信息流模式问题。什么是
信息流？简单来说，是在页面主动推送
和展示内容。有许多人称它为feed流，
翻译过来是“供给”“喂送”，或许更为贴
切。传统浏览器是没有信息流的，一个
主页清清爽爽，用户自己设定搜索引
擎，如苹果浏览器、谷歌浏览器等，就保
持了这种“画风”。而国内多数浏览器
都加入了信息流，我们点进主页，满屏

都是推荐，诱导用户点击，然后再给我
们贴标签，实现“精准推送”。如此对
比，很容易弄懂背后的逻辑差异——不
主动推荐内容，是不干预用户的判断和
选择，让用户搜完即走；而加入信息流，
主动投喂，恰恰是为了引导用户，绑定
用户，从而争取流量最大化。

目前来看，是否在浏览器主页加入
信息流，不是一个技术有无问题，更多
是价值判断问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
为信息流模式是有争议的，正如此次调
查所展示出的问题一样，它非常容易导
致信息质量低俗，广告过度泛 滥。前
者很好理解，“标题党”“震惊党”甚至色
情低俗等，早已被证明是屡试不爽的流
量手段。关于后者，一种典型的表现形
式就是“信息流广告”，即在主动进行信
息投喂的过程中，夹杂着几条广告，甚
至用内容包装广告，从而降低了用户的
抵触心理。由此来看，信息流很容易被
利益绑架，为商家说话，从而使浏览器
失去了客观性。而且，比起竞价排名机
制来，它处于一个灰色地带，不易被察
觉，很难被监管。

手机浏览器对信息流模式的趋之
若鹜，是市场竞争下的自然产物。因
此，我们首先要将之放到公平竞争的环
境下比较，看看一个干净利索的浏览器
走得更远，还是嫁接各种功能的浏览器
更能赢得用户。其次，也要明确划出信
息流的“红线”，浏览器是否加入信息
流，可以视为一种商业选择，但任何内
容都应该遵守合规合法的底线，不仅要
坚决杜绝色情低俗内容，也要对互联网
广告提高门槛，要求“明确进行标识、可
以一键关闭”，这是企业和平台必须遵
守的规矩。

随着人们逐渐意识到
肥胖的健康隐患，一股减肥
瘦身的热潮正在兴起。巨
大的需求“带火”了众多产
业，代餐品的热销，就是其
中一例。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的代餐市场规模达
到571.1亿元，预计2020 年
中国代餐市场将超过千亿
元。

市场规模如此庞大，说
明代餐品的使用，已不是什
么新鲜事情。只需翻一翻
朋友圈，可能用不了多久，
就能刷出一两条代餐饼干、
代餐奶昔的微商广告。这
些广告，往往标榜自家产品
见效快、无副作用，不用运
动和节食，就能轻轻松松瘦
个十几斤。

可事实上，效果真有这
么神奇吗？未必。据营养
专家介绍，大多数代餐产品
之所以能起到减肥效果，是
因为选用热量较少的食物，
代替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
（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
等），让人们食用后产生饱

腹感，从而减少热量摄入。但目前国家对
于代餐食品并没有统一标准，而消费者对
自己购买的产品也缺乏判断力。

于是，在这样一种知情不充分、标准不
明确的情况下，很多消费者的尝试，不仅没
有起到预期的瘦身效果，反而给自身健康
增加了不少隐患。比如，有人就表示，服用
代餐品之后，体重没减下来多少，倒是头
晕、乏力、心慌等症状经常出现。既不坚持
锻炼，也不控制饮食，一味地靠代餐品减
肥，显然并不是一种健康的瘦身方式。

因此，对于代餐品的使用，一方面消费
者要摈弃幻想，不要想着靠“灵丹妙药”，就
能控制好体重。对那些声称有减肥效果的
药品或食品，尤其要谨慎购买，待搞清楚其
功效、副作用后再作判断。另一方面监管要
及时跟进，尽快出台有关代餐产品的统一标
准和管理办法，对那类虚假宣传、夸大功效
甚至掺杂不明成分的商家予以坚决打击。

最近有媒体邀请乘客为铁路部门
“找茬”，服务缺位、商品太贵、换座霸座
等都成为“槽点”，而大家投诉最多的，
还包括安静权难以保障——乘车时总
有人高声喧哗。

随着城市化程度日渐提高，安静竟
成了一种奢侈，维护安静就成了一种企
盼。此前，一名武汉市民乘地铁在留言
中表示，地铁内说话声音大、刷电视剧
和视频时大声外放、打电话聊天大声的
现象最令人反感。从乘客的权利诉求
来看，希望自己能够在公共场所享受到
必要的安静权，也就是不被他人发出的
过大过高的声音影响和打扰的权利。

其实，从法律层面来说，目前还没
有这一权利的相关规定。记得几年前，
泰国曼谷轻轨列车安装了液晶电视，结
果，引起很多乘客的反感，他们组织了
一个叫“人们爱安静俱乐部”，向轻轨经
营机构递交了拆除车厢电视的建议书，
理由是侵犯了乘客的“安静权”。

各种生活噪声、建筑噪声、交通噪
声、工业噪声、商业噪声会妨碍人们的
工作与学习，影响生活质量，给人造成
精神压力与心理负担，噪声污染会成社

会公害。近年，我国从许多方面提升公
民的文明素养，公民交通出行方面的文
明素养提升不能落后。但从火车上大
吵大闹等现象普遍看，公民在这方面的
文明素养和遵纪守法意识还有很大提
升空间。文明乘车不是要求大家静音，
但理应考虑到别人的安静权。很多场
合中，正是这种为了他人而克制自己的
自觉构成了一个人的素质、一个社会的
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让车厢安
静下来，归根结底还得靠社会整体文明
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仓廪实而知礼节，每个时代都应该
有与之匹配的公共守则。随着社会发
展程度的提升，我们对公民素质、社会
文明的要求自然水涨船高，也必然会对
不文明现象越究越细。列车车厢是个
相对开放的空间，少不了交谈聊天，音
量高低更全凭主观判断，完全指望列车
员去打招呼并不现实。列车本身制造
的噪音在大大降低，乘客制造的人为噪
音却没降下来，我们又何来良好的乘车
体验？当我们都没有安静权可享，对周
围的噪音只能忍受时，谁都不可能在安
静中愉快地出行、诗意地栖居。

让“夜经济”灯光更好温暖百姓夜生活
□王立彬

最近，被誉为“街拍胜地”的成都
太古里，一下子少了很多街拍客。原
来，为了保护公众的肖像权，太古里
竖起了告示牌。而北京三里屯的街
拍依然火热，有媒体调查发现，每天
下午3点以后，三里屯的街拍客会逐
渐增多，从占据有利地形到发现目
标，从抓拍到跟拍，街拍客的业务熟
练至极。

街拍，在传统或精英眼光看来，
极其无聊乏味。一群人扛着长枪短
炮，乃至一部半新手机，见到美女路
过，就像苍蝇一样围上去，赶都赶不
走，不管美女愿不愿意，大家从不同

角度，一通乱拍。然后，有滋有味地
欣赏“战利品”，甚至把照片发到网站
或自媒体上，蹭流量、赚小钱。

作为一种社会或者文化现象，街
拍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消费
文化特质。街拍，最早起源于国外的
时尚杂志，为捕捉街头流行信息而开
展，反映了人们对时尚的追求与图像
的推崇。发展至今，它更多折射出青
年对主流文化、传统观念的解构，体
现为一种亚文化的狂欢。街拍者与
大部分被拍者都乐于参加，并用行为
艺术参与这种表达与宣示。得到合
理引导的话，这种亚文化也是文化多

样性的一个构件，并非洪水猛兽。
落到行动层面，街拍要有底线与

红线意识。街拍的底线就是被拍者
的个人权利，红线就是国家的法律法
规，两者都不能践踏。拍摄行为发生
之前，一定要征得被拍者的许可，不
能强拍和偷拍，且告知被拍者照片的
用途，接受被拍者对照片使用的知情
权和监督权；行为之后，要确保照片
和视频使用的合法性，不得侵犯和暴
露个人隐私，不得用于非法途径。只
图个人痛快，罔顾他人权益，难免引
起他人反感，街拍就会逐渐沦为过街
老鼠。

信息流模式也得合法合规
□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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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权是文明的体现
□吴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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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色”的青山要不得
□张翰

街拍也不能乱拍
□连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