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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春天”的列车应该容得下扁担和背篓

　　近日，有网友建议
重庆轻轨早晚高峰应禁
止乘客带菜筐，官方回
应“轨道交通的服务宗
旨是以人为本，服务民
生，乘客遵守乘坐规
定，携带的物品合法合
规。”此番回应引发网
友点赞，纷纷评论重庆
轨交接地气、重人情，
为全国交运提供了一个
温暖、包容、亲民的最
佳范本。（3 月 20 日 九
派新闻）
　　文明之所以是文
明，是让弱者与强者都
能平等地处于一个开放
包容的社会环境中享受
同样的基础公共设施。
背电脑的蓝领与背背
篓的菜贩并无差别，西

装革履与素衣布鞋都拥
有乘坐轻轨的权利。扁
担与棒棒扛的不只是生
计，更扛起了一个城市
的烟火气与包容性。因
此，重庆轨道交通的做
法值得肯定，不仅把以
人为本、服务民生的宗
旨贯彻落实，同时也体
现了这座城市对弱势群
体的关怀，通过轨道交
通打通基层民众的“最
后一公里”，为提升便
民服务以及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上做出了表率。
　　多包容，才能更繁
荣。除了此次官方霸气
维护底层人民群众，重
庆轨道交通四号线也被
网友亲切地称为“背篓
专线”，职业歧视的消

减让这辆列车与民众
“双向奔赴”，不仅拉
进了交运部门与人民群
众的距离，更加释放出
这座城市独特的温情魅
力。无论是菜农还是其
他人群均是城市人口组
成的一部分，都为在城
市的建设“添砖加瓦”，
这类群体肩上的担子与
背篓需要大家一起来
“卸重”，而不该因一
己之私剥夺他人通行与
赖以生存的权利。
　　无论是重庆轻轨的
“背篓专线”，还是成
昆铁路 5652 次“慢火
车”，都为沿途群众
提供了便利，为乡村振
兴注入了活力。轻轨列
车不只是单纯的交通工

具，更是承载城市互助、
温馨的公共社区。对于
某些网友的质疑，政府
以及相关交通部门也应
加强地铁内部的设施维
护，在高峰期过后及时
进行检查清理，同时可
设置相应的物品摆放
点，在为菜农这一群体
考虑的同时也尊重普通
乘客的权利，为大家提
供一个普惠、便利、干
净、互助的列车环境。
列车穿梭的不只是冰冷
的轨道，更是沿途数不
尽的风景与人情，这辆
车开往“春天”的列车
应该容得下扁担和背
篓，应该在风驰电掣的
速度中加速城市温度。
　　时代的发展与科技

的进步，让重庆的交运
也在时代的潮流中不断
革新，基础设施的改变
只是外部的修饰，而内
部的润色需要政府以及
相关部分不断加大对于
底层弱势群体的尊重与
关注。现代文明的进步
不只是体现在对新兴技
术的接纳与使用，更是
在接受新鲜事物的同时
不忘初心，“背篓者”
与“扁担客“都曾是勤
劳与坚韧的象征，他们
都曾挑起岁月的重任，
也是现代城市建设不可
或缺的一份子。当我们
乘着快车飞速前行时，
应该捎上这群城市变迁
的见证者一起前行。

■付婷

标新立异的厕所标识绝非公共文明的进步

　　生活中，有许多无
法让人一眼分辨的男女
厕所标识。这些标识五
花八门，造型迥异，而
周边又没有文字或拼音
说明，给人带来了诸多
不便。好好的公共卫生
间为什么不能明确地写
明“男”“女”？卫生
间又是否应该统一标
识？（3 月 21 日 《法治
日报》）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
程的逐步推进和城市建
设的进一步发展。“城
市文明”与地方的精神
文化建设开始被大众所
关注重视。一地的公共

设施恰恰是城市文明的
展示窗口。在商场，景
区等公共区域的标识中
加入一些艺术性的趣味
成分本来无可厚非，可
一旦标识艺术的“过了
头”，就会对大众的基
本判断造成干扰和阻
碍，进而影响他们使用
公共设施。
　　城市文明首先是
“人的文明”，公共设
施投资建设的目的就是
为了服务大众。标识的
主要作用是为公共服务
提供指向和帮助，从而
提升公共设施的使用效
率。故而，标识标志的

设计要简单化，易识别，
要让人一目了然。明确
的汉字指示和分明的蓝
色，粉红色等区别颜色
行之多年，并无不妥。
如果仅仅因为觉得传统
的公共厕所标识“太
土”“不够现代”“不
够艺术”就弃之不用，
转而更换一些与大众固
定认知相悖的奇葩标
志，也只能让人们在想
要使用公共厕所时既
“糟心”，又“闹心”。
　　显而易见，太过“艺
术性”的标识容易导致
指示模糊，让人难以判
断，可能造成错入厕所

的尴尬。如此一来，就
会让一些公民的人身权
益遭受侵犯，或者引发
一些冲突与争执，造成
错入者的名誉损失。
　　追根溯源，这些花
里胡哨的奇葩标识多少
受到了西方所谓抽象艺
术和现代艺术的影响，
设计者似乎认为同这些
文化“接轨了”，也就
代表着公共场所“美观
了”“文明了”。但标
识设计的初衷是让人
“看得懂”，设计者应
当站在大多数人的角度
进行规划，突出标识的
实用性和功能性，将趣

味性和艺术性置于次要
地位。如果公共场所的
标志不仅叫人“欣赏不
来”，还让大家“伤透
了脑筋”，我想这绝不
是一个好的设计。
　　我们应当提倡标识
以简明为要，不以繁复
为美。为多数人考虑的，
通俗易懂的指示标志才
是大众真正所需要的。
公厕标识又何必过于着
急追求艺术，“与时俱
进”？标新立异，花里
胡哨的公厕标识不是艺
术的进步，自然更不是
公共文明的进步。

■梁宇飞

潜水被摘下面罩强行推销？海底不是法外之地

　　近日，三亚市公安
局发布通告称，犯罪团
伙在三亚市南边海三亚
角、情人湾等区域，以
非法手段强迫游客接受
潜水拍照摄影实施强迫
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
向社会公开征集线索。
（3 月 21 日 澎湃新闻）
　　此通告一出引发网
友热议。在旅游胜地发
生此类恶劣事件，既是
对游客权益的损害，也
是对法治社会的公然挑
衅。海底不是法外之地，
唯有将游客权益、游客
感受放在首位，旅游业
才能持续繁荣。
　　近年来，旅游作为
放松心情，体验多样生
活的一种方式，持续受

到人们追捧。热度背
后，不时爆出旅游胜地
欺客、宰客的新闻让不
少游客望而却步。去年
十一月底，郑女士一家
在三亚潜水被强制性拍
照。新闻曝光后，不少
网友称自己有相同的经
历。大多数游客出于“不
答应就不安全”的心理
危机或是息事宁人，不
想破坏心情的缘由，被
迫接受交易。犯罪分子
正是准确把握了游客的
心理，才能猖狂行事至
今。前有天价海鲜加工
费，后有天价民宿、天
价机票，让人不禁问，
为何总有人将游客当作
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鱼
肉？

　　事实上，要规范旅
游业存在不少难点。从
此次事件看，不少商家
是没有相关经营资质的
黑心商家，加之多数情
况都是以项目低价吸引
游客，再用临时新增付
费项目的方式进行宰
客。因此，游客要维权
面临着取证难、证据不
足等困境。再者，旅游
过程中涉及多个环节，
要从住宿、餐饮、住行
等方面做到让游客满
意，每个环节都需要商
家的自觉以及外部的监
督与规范。加之旅游的
体验特性进一步增加了

“宰客”“欺客”的风险。
毕竟，体验是一种主观
感受，每个人有着自己

的标准，因此，时不时
爆出旅游被坑被宰的新
闻也就有迹可循了。
　　但这不是监管不作
为、出事再作为的借口。
无独有偶，在本次官方
整治之前，网络上有关
三亚宰客的爆料和报道
时常出现，不少网友调
侃“三年一大报道，两
年一小报道”，甚至
在百度百科还有“三亚
宰客门”专有词条。相
关部门也曾多次整治，
表示虚心接受批评。可
时至今日，宰客欺客的
手段仍然变着花样让这
座热门旅游城市陷入风
波。
　　归根到底，官方迅
速回应舆情，开展整治

只是第一步。监管如何
长期有效？游客权益如
何维护？旅游市场如何
劣币驱逐良币？这一系
列问题仍然需要相关部
门肯下“绣花”功夫，
多为游客考虑，唯有如
此，才不至于陷入“狼
来了”的窘境。毕竟，
旅游业的发展是个长期
过程，“一锤子买卖”
做多了，要挽回消费者
的消费信心可就难了。
我们期待着未来能有越
来越多的旅游胜地能将
游客权益放置首位，以
真诚待人、久久为功之
心为旅游业注入持续发
展的生机与活力。

■蔡可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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