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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电影回归背后
是文化惠民的关怀

□刘予涵

12 日晚，崇川区悦海
名邸的居民在小区观看露
天电影。当天，悦海名邸服
务中心为提升项目服务满
意度，精心安排了一场“怀
旧盛夏 露天电影”活动。

（8月13日本报4版）

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形
式，不管社会如何发展，露
天电影都不会过时，繁华的
城市里应该有它的一席之
地。因为这种久违了的看
电影形式，别有一番风味，
于许多老年人来说，这是一
种“儿时的味道”，满足了怀
旧情感，勾起了对昔日生活
的回忆；而于年轻人来说，
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让人
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同时
也能给孩子们一个充满集

体意识的童年。
近年来，露天电影之所

以“重出江湖”并广受欢迎，
关键在于找准了电影文化
与现实生活的契合点。一
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在
提高，尤其是城市的外来务
工者，广场露天电影极大地
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填
补了精神上的空虚，这对于
增强城市的归属感，并转化
为服务和建设城市的热情
不无裨益。另一方面，对于
生活在快节奏工作环境下
的市民来说，观看露天电
影，少了置身室内的局促
感，多了繁星和凉风的感
受，自然可以缓解不少心头
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来看
露天电影的人好多都是周

围的邻居，平常见不着面的
人挨在一起看电影，顿时熟
悉起来，有利于增进邻里间
的交往，推动和美家庭、和
睦社区建设。

露天电影看似小事一
桩，但却折射出了政府对城
市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视
和关心。可以说，露天电影回
归的背后，是文化惠民的关
怀，期待久违的露天电影常态
化放映起来，让文化记忆丰满
起来的同时，释放更多文化力
量，丰富群众精神生活，让居
民在社区生活中享受更多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

空调维修乱象折射监管“缺位”
□知新

9日，市民徐女士向南通
报业新闻热线85110110反
映，家中的大金空调出现故
障，找官方维修却被告知需要
支付共计约4000元的费用，
她认为价格较高，索性换了台
新空调。后来，她却得知花费
约15元就能解决问题。

（8月10日本报7版）

空调维修属于技术活，
由于大多数人对产品构造、
运行原理等知之甚少，再加
上与维修方的信息不对称，
在维修中只能言听计从，任

由维修方采取瞒天过海、偷
梁换柱、无中生有等手法

“宰人没商量”。说到底，这
在一定程度上也暴露出监
管的缺失：一方面是由于国
家对空调维修没有统一标
准，使得监管部门陷入“师
出无名”的境地；另一方面
是一些空调毛病的诊断大
多凭“感觉”，且现有的评判
标准跟不上产品升级换代
的速度，有时执法部门和消
费者也是无可奈何。

空调维修行业也该“维
修”一番了，这是许多民众

在被愚弄、欺骗后发出的共
同呼声。笔者以为，应给空
调维修加把监管的“夹子”：
既要以法律法规的健全完
善来促进行业规范，更要厘
清职能部门监管范畴和责
任边界。对维修中出现的
各种“毛病”，政府职能部门
也应提前介入 、及时“维
修”，既要从技术规范、标准
提升等层面“魔高一丈”，也
要在教育引导、消费警示等
方面防患于未然，从而有效
阻止其出生、成长于监管的
空白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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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共享屏幕”成为诈骗利器
□郭元鹏

利用“共享屏幕”实施
诈骗的案件开始增多！上
周，记者从通州区公安局开
发区派出所获悉，该所成功
劝阻了一起“百万保障”类
网络诈骗案，避免了群众
140万元的财产损失。

（8月14日本报5版）

“共享屏幕”就是屏幕共
享，其是互联网技术应用场
景之一，可以用到很多地方，
使用的范围也十分宽泛。北
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以“屏
幕共享”为例，在网络上介绍
了“网上案件网上审理”这个
全新审理模式下应运而生的
全新技术方法。不难看出，

“共享屏幕”是一种能够便捷

生活的现代科技。当然，作
为一种崭新的科技，这种新
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既有
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但是，总体而言，“共享屏幕”
是科技前行的体现。

由于最近涉及“共享屏
幕”的犯罪方式不断翻新，
也有人开始追问“共享屏
幕”的存在是否合理？甚至
有人认为：应该打碎“共享屏
幕”，没有了“共享屏幕”也就
没有了一系列依附于“共享
屏幕”的犯罪。这种说法显
然是极端的，也是不理智的，
更是不科学的，这是不折不
扣的因噎废食。就好比工厂
生产的菜刀一样，菜刀是用
来切菜的，不是用来杀人

的。不能因为有人用菜刀杀
人就禁止“生产菜刀”“销售
菜刀”。菜刀没有原罪，只是
不法人员使用菜刀实施了犯
罪。道理是一样的，“共享屏
幕犯罪”有罪的不是“共享屏
幕”技术，而是借助现代技术
实施犯罪的人。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笔者以为，一个方面，需要
提升“共享屏幕”的安全性，
从技术层面堵塞漏洞，做到
技术防范；另一个方面，使
用者需要多些警惕的心理，
不要在不安全的情况下“共
享屏幕”；还有就是，需要执
法部门加大打击“借助共享
屏幕犯罪”的力度，不让高
科技犯罪有空间。

卖酒给少年郎被罚

近期，上海捞派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申长路分公司因为向
未满18岁的顾客提供啤酒，违
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被上海
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处以
5000元的罚款，并收缴了违法
收入39元。你怎么看？

“办不成事”窗口设立的初
衷，是解决群众和企业难题的

“兜底”窗口，是急事急办、特事
特办的权宜之计。然而，在有
的地方，这一“兜底”窗口却变成
首选窗口，急事急办变成常规手
段，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
务服务常规窗口的办事效能还
存在明显短板，该办的事不好
办、办不好。同时，一些在普通
窗口办不成的事，在“办不成事”
窗口还办不成，除了一些确实不
合规的特殊情况之外，是不是还
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问
题？部分办事人员在履职尽责
方面是不是还没有做到位？这
些问题都值得深究。

——经济日报：《别把事情
都推给“办不成事”窗口》

当遇到一些极为不公、委
屈和无奈之事，线下反映渠道
又不通畅的时候，年轻人可以
利用网络平台发声。不过，当
遇到一些影响并不严重的芝麻
小事，不必把网络用作攻击武
器，不应随意曝光他人。应当
意识到，审慎网络维权不仅是
在保护被曝光者，也是在保护
曝光者自己。毕竟，谁都有可
能成为下一个被曝光在网络
上、被舆论“炙烤”的人。

——红网：《年轻人，何必
把网络曝光当作解决纷争的唯
一手段》

整治分心驾驶

分心驾驶，害人害己。记者
11日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
即日起至今年9月底，交警部门
在市区开展分心驾驶集中整治
行动，对开车接打手持电话、玩
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的交通违
法行为加大查处力度，进一步规
范机动车驾驶人文明驾驶行为，
全力预防压降道路交通事故。

（8月12日本报4版）

唤醒规则意识
□新平

分心驾驶之所以如此危
险，是因为它在极短时间内将
司机的注意力从道路上转移开
来，降低了对交通环境的感知
能力。这对于驾驶安全来说，
是极其危险的。一旦遇到紧急
情况，司机的反应时间就会被
大大延长，事故不可避免。

分心驾驶问题的解决不是
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各界的共
同努力。首先，广大驾驶人要
树立安全意识，充分认识到分
心驾驶的危害性。开车时，应
将手机等外界干扰放在一边，
全神贯注地关注道路，保证自
己和他人的安全。其次，相关
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各
种渠道向大众普及分心驾驶的
危害，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行
为观念。在整治行动中，处罚
只是手段，更重要的是唤醒每
个人的安全责任感，从根本上
遏制分心驾驶的发生。

正如交警提醒广大驾驶
人，开车时放下手机，文明守
法，平安回家。这不仅是对自
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对家
庭和社会负责。

“分心”很危险
□叶金福

虽然因为“分心驾驶”而导
致车祸的事例几乎每天都发生
在我们的身边，可许多司机朋
友仍我行我素，听而不闻、视而
不见，根本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和警觉。殊不知，人的生命只
有一次，做任何事都不能以生
命为赌注、为代价，一旦因为

“分心驾驶”而酿祸，轻则车翻
人伤，重则车毁人亡，甚至还会
祸及无辜。尤其是开出租车和
营运车的司机，一旦因为你的

“分心驾驶”而酿祸的话，那后
果将不堪设想。

别把“分心驾驶”不当一回
事。笔者以为，司机开车时一定
要遵守交通规则，必须做到一心
一意，注意力高度集中，做到安
全开车，切忌“开小差”，从而既
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又对他
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琮琤 商家不能只顾眼
前利益，而不承担相应的社会
责任。向未成年人销售酒类商
品，既违法，也给未成年人和社
会带来潜在的风险和危害，更
损害企业的形象和声誉。

@张忠德 商家应该严格
遵守未成年人保护法，不仅不
能向未成年人提供酒精饮料，
还应该加强宣传和教育，引导
未成年人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
生活方式。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