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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有温度的“微醺”
来点旺城市烟火气

□刘曦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
期，散落在通城街头小巷里
的社区小酒馆迎来了一个
消费旺季。作为社区餐饮
的重要组成部分，小酒馆正
吸引着一批年轻创业者的
加入。

（5月7日本报3版）

社区是一个高度集约
化的场景，近年来大火的地
摊经济、夜市经济更是进一
步 推 进 了 社 区 经 济 的 兴
起。而社区小酒馆就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顺势绽放在
城市各个角落。

相较于传统酒宴，对于
年轻人来说，这种“微醺”的
饮酒方式更符合他们对减
压的需求。社区小酒馆恰
好提供了这样的环境，既可

享受美酒，又可与朋友分享
快乐时光。

社区小酒馆服务的人
群精准定位为“酒零后”：爱
社交、爱音乐、爱游戏、爱拍
照、爱美食……都是他们的
标签。因此，“酒+万物”的
模式才是未来。社交属性
是社区小酒馆的核心关键
词，哪里是年轻人社交玩乐
的空间，哪里就应该是小酒
馆的布局阵地。通过好玩
（剧本杀、密室、电竞等）+好
吃（轻餐、轻食、轻饮）+好喝
（全品类消费）+好看（产品
跨界、营销跨界等）进行与
年轻消费者全方位的黏结，
没有固定空间和模式的设
限，这才是未来小酒馆模式
真正的潜力所在。毕竟没
有一种社交方式和空间能

够满足所有年轻人的社交
需求，而小酒馆可以连接圈
层、连接体验、连接社交、连接
IP，满足当下年轻人最时尚的
社交方式，通过每家店不同的
主题和模式，让“酒+万物”组
成一种新的业态。

总体来看，无论是传统
酒吧还是社区小酒馆，搭建
完备的渠道、满足多元的需
求，推动模式的创新，才能
在大浪淘沙中不断生长。
也让漫步在城市里的我们，
切实感受到以社区小酒馆
为代表的消费场景，正为这
座城市点旺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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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加强急救知识的普及推广
□知新

6日上午，市民在学习
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技
能。“红十字博爱周”活动启
动仪式暨庆祝中国红十字
会成立120周年广场公益
活动当天在市区环西文化
广场举行。

（5月7日本报1版）

当下，台风、暴雨、雷
电等极端天气频繁发生，
溺水、火灾、交通事故等意
外事件屡见不鲜，无不威
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故而，将防灾减灾、
应急救护工作做在前十分
重要。

持续提升群众应急救

护能力，必须重申“知识守
护生命”这个基本常识。新
媒体时代，线上与线下互
动、网内与网外融合也成大
趋势。既要通过主题海报、
专题讲座等形式开展丰富
多彩的宣传教育，也要借助
智能机器人、全息影像、VR
虚拟技术进行模拟实操演
示，还要深入开展应急救护
知识进企业、进社区、进校
园活动，教育引导群众自觉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主动了
解身边的灾害风险隐患，在
提升灾害风险防范意识中
绷紧安全之弦。

构筑应急救护“人民防
线”，既要心中有数，更要手

中有招。归根结底，就是要
提升全民自救互救和应对
危机的能力。健康中国行
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等多
部门专门联合印发《关于开
展“关爱生命 救在身边”活
动的通知》，要求逐步普及
公共场所急救箱（包）等配
备，推动社会公众急救能力
显著增强。关键时刻、危难
之下，掌握急救本领可以拯
救生命，要从娃娃抓起、从
领导干部带头，把提升急救
素养作为“必修课”，懂得应
急救护操作，学会正确施救
技能，人人争当“民间急救
师”。一句话，只有“人人学
急救”，方能“急救为人人”。

谁都不能剥夺孩子上学的权利
□宝哲

离婚后，负责抚养孩子
的父亲自作主张，不再让9
岁的孩子上学。孩子母亲
起诉到法院，要求变更抚养
权。记者5月7日了解到，
通州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
支持了孩子母亲的诉请。

（5月8日本报7版）

这起案件不仅是家庭
纠纷的解决，更是一次对法
律 原 则 和 社 会 正 义 的 捍
卫。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是
社会的希望，他们的健康成
长和全面发展关系到国家
的命运和民族的进步。任
何成年人，无论是父母还是

其他监护人，都没有权力剥
夺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
然而，现实生活中，确实有
不少“糊涂的爸爸”“糊涂的
妈妈”，无情剥夺孩子受教
育的权利。尽管说，这种群
体数量并不多，但是依然值
得社会警惕。

教育被视为孩子成长
道路上的灯塔，是他们认识
世界、塑造自我、实现梦想
的重要手段。这起“妈妈告
爸爸”案件，不仅是对孩子
教育权利的一次维护，更是
对社会正义的一次彰显。
它告诉我们，孩子的教育权
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

人的私欲和无知都不能成
为剥夺这份权利的理由。
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
孩子，在未来的社会中将难
以立足。因此，保护孩子的
教育权利，就是为他们的未
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擅自让孩子辍学成被
告”是一种警示。它告诉我
们每一个人，义务教育法
不是摆设，它是保护每个孩
子 受 教 育 权 利 的 坚 强 盾
牌。值得反思的是，教育不
仅仅是学校的事情，更是社
会的事情。因此，擅自让
孩子辍学，“告爸爸”的不
能只是妈妈。

“傍名牌”摊上官司

“乌苏”和“鸟苏”，一“点”
之差，你是否注意得到？第24
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
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这起案件
引发广泛关注——碰瓷“乌苏”
啤酒，从名称到包装都如出一
辙的“鸟苏”啤酒被认定构成商
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判决赔
偿208万元。你怎么看？

倾听批评建议，也是在回
归电视的公共性。尽管在许多
年轻人眼中，电脑手机“很香”，
电视服务并非无法替代，面对
开机广告、“套娃”收费等乱象，
最好的办法是另寻他处。但在
一些中老年群体之中，电视仍
是生活中重要的“信息大屏”，
是不可或缺的公共文化服务载
体。播放什么节目，提供哪些
服务，观众应有更强的话语权。

——南方日报：《让看电视
回到“简单模式”》

面对这一事件，机场方面
应采取更加积极和透明的态度
来回应公众关切。如果经过调
查确无此行为，那么应尽快澄
清事实，消除不良影响；如果存
在个别人售卖无主行李箱，则
应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当然，
这一事件也对我们自身是个提
醒，在信息时代，我们对网络营
销和热点消息需要保持警惕和
理性，“让真相飞一会儿”，不随
意指责，也不给“流量收割机”
可乘之机，共同维护安全、诚信
的网络环境。

——工人日报：《无主行李
箱变“盲盒”？不论真假都值得
反思》

挂号新政

“虽然挂号钱不多，但挂个
号三天内能继续享受免费就
诊，心里感觉暖暖的！”7日，在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复诊的市
民小刘笑着说。当天，全省二
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开始全面
实施普通门诊“一次挂号管三
天”的惠民实事方案，包括南通
二院在内的29家我市二级以
上公立医院已全面推开。

（5月8日本报3版）

惠民举措值得点赞
□梁诗韵

“一次挂号管三天”之所以
成为关注焦点，说到底是因为
它击中了群众的痛点。这一话
题被“围观”，既凸显了群众的
诉求，也点赞了全省二级以上
公立医疗机构的惠民之举。

近年来，包括我市一些医
院在内的不少医疗机构，在服
务患者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看病就医方便与否，一直是人
们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一次
挂号管三天”能否顺利实施的
关键，并不在于挑战多不多，而
在于愿不愿意干。只要心中有
群众，敢于改革创新，就能克服
重重困难，解决好患者的急难
愁盼问题。期待各级医院在便
民惠民上作出更多有益探索，
不断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切实
减轻看病负担，让群众享受更
加便利的医疗服务，获得感、幸
福感更强。

体现医疗服务温度
□廖卫芳

有过医院就诊经历的人都
知道，去医院就诊挂号，“仅限
当次当日有效”是医院的一项
硬规定，也是一种常态。对于
医院就诊挂号“仅限当次当日
有效”这一老规定，很多患者颇
有微词。比如，有患者就质疑：

“挂号一次难道不应该包括医
生开处方、治疗、复诊等整个流
程吗？”因而，一直以来，关于复
诊挂号缴费的争议持续不断。

此次推行“一次挂号管三
天”的就诊模式，无疑是一种制
度创新。一方面，有了“一次挂
号管三天”的就诊挂号制度，患
者就无需就诊一次挂号一次，
复诊一次挂号一次。既不多
花冤枉钱，又不耽误或浪费时
间。另一方面，有了“一次挂
号管三天”的就诊挂号制度，
也大大提升了患者就医的满
足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更为
重要的是，此举为医院树立了
良好形象。可见，“一次挂号
管三天”的就诊挂号制度，既
彰显人文关怀，又体现医疗服
务温度。

@琮琤“鸟苏”啤酒在名
称和包装上与“乌苏”高度相
似，极易导致消费者混淆，构成
了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

@钟笛 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企业应当通过提升产品
质量、优化服务等方式赢得消
费者青睐，而不是通过碰瓷知
名品牌、混淆视听等不正当手
段获取利益。

@张忠德 碰瓷知名品牌不
仅侵犯了商标持有人的权益，也
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法院的判
决是对侵权行为的有力打击，有
助于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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