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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不能让“公共”二字，仅成为一个牌子，却无法给公众提供应有的服务热点 话题

□评论员 韩静

瞭望塔

公厕装密码锁，方便之地岂能制造不便
想如厕得先输密码，这是什

么“神操作”？6月 22日，浙江宁
波象山县某公共厕所被曝坑位
门全部上锁，上厕所需要有解
锁密码，厕所外多处标有“公共
厕所”标志，引发网友热议。6
月 23 日，象山县住建局工作人
员表示，该厕所为村内农民会
所的公共厕所，已经包给第三
方管理，并非市政公共厕所。
目前已经派遣环卫工人前往现
场查看，该厕所经营时会开放，
不经营时可以上小便，平时会开
放最后一个坑位。

俗话说“人有三急”，如厕便
是其中之一。公共厕所本是为了
方便公众出行时解决生理需求
的，是重要的公共服务设施。而
如今，好好的公厕坑位被装上密
码锁，这便民设施瞬间变成了“拦
路虎”。

按照工作人员所说，涉事厕
所非市政厕所，那为何标注“公共
厕所”？即便它属于农民会所内
部厕所，包给第三方运营，但既然
挂着“公共厕所”的牌子，还位于

人流密集的区域，就应该考虑到
公众的合理需求，不能随意设置
使用障碍。

目前，涉事公共厕所已正常
开放。不过，此事也反映出，公共
服务设施管理方面存在漏洞。比
如，对于此类并非市政直接管理
的“公共厕所”，相关部门是否应

该加强监管，明确其使用规则和
管理责任？

不能让“公共”二字，仅成为
一个牌子，却无法给公众提供应
有的服务。毕竟，公众进出厕所
的姿态，关乎城市精细化管理，同
时也是一地旅游形象的侧影。
评论员 任思凝

北京青年报：
假剧情伤害真骑手
卖惨短视频亟待整治

日前，在广州繁华的街头，一名身着
黄色工装的外卖骑手突然倒地不起。社
交媒体上很快就出现了“外卖单王过劳猝
死”的短视频。直到几天后骑手所在平台
澄清：骑手只是低血糖晕厥，其接单量在
站点仅属中游，所谓“单王”纯属虚构。

如此短视频造假并非孤例，而是当
前网络生态中恶意营销产业链的典型切
片。当造谣者将镜头对准外卖骑手等新
就业群体，将日常休息扭曲为“猝死”，将
阳台小憩异化为“跳楼”，我们看到的不
仅是内容创作者的道德失范，更是数字
时代社会信任体系面临的系统性危机。
在这场真相与流量的赛跑中，我们需要
构建全方位的防御体系。建议借鉴金融
领域“行刑衔接”机制，建立网络谣言行
政查处与刑事追责的快速转换通道。只
有构建政府主导、平台尽责、公众参与的
多元共治体系，才能让技术创新真正成
为守护人性尊严的利器。

南方都市报：
对蹭名人名校
牟利之徒不可轻纵

6月24日，著名科学家颜宁在微博称
曾有骗子宣称“应颜院士之邀，抽出时间
一起共进晚餐，并就工作和合作事宜聊
了很久”，但事实上自己并没有参加晚餐
应酬，甚至连颜宁所在机构深圳医学科
学院的名字都说错。

知名学者、高校被骗子盯上，类似现
象时有发生，套路层出不穷，值得引起重
视。就在近日，一企业微信公众号发文
提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曹玉磊与
桐生文化董事长陶云峰完成战略签约与
分院授牌”。随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辟谣，“曹玉磊”被打假。骗子有一套
话术，还构建了一种商业模式，而背后肯
定有相应的需求。有的骗子的客户也是
骗子，很难说清楚最终到底是谁在买
单。无论模式如何，本质都差不多，高校
要重视这种现象，面对市场上出现的骗
局，要及时澄清，而对于那些寻求高校资
源的主体来说，恐怕要多一个心眼。

新京报：
“0岁可用”？
防晒霜向婴儿下手突破底线

防晒霜“0岁可用”？随着气温逐渐
升高，防晒霜也迎来销售旺季。然而，新
京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一些防晒产品
存在虚假宣传、随意调整使用者年龄区
间以忽悠消费者购买等问题。

在我国，宣称防晒功效的化妆品属
于特殊用途化妆品，需经过严格的把关程
序方能上市，对儿童防晒产品的管理尤为
严格。但一些商家为了提高销售量，将歪
主意打到了“0岁婴儿”的身上——公然宣
称自家的防晒霜“0岁可用”“适用于0~12
岁”，其营销手法无疑突破了本该严格遵
循的商业伦理。对此，无论是相关平台
还是监管部门，都应当依法依规对商家
的违规操作予以处罚。要明晰的是，婴
幼儿的皮肤不是商家产品“试验场”，商
家也不能为了赚钱就向婴幼儿下手。电
商平台和监管部门也应该积极行动起
来，以更严格的举措做好准入与监管工
作，更好护航婴幼儿健康成长。

千年武则天无字碑加盖儿
是护还是毁？

近日，有游客游览陕西省咸
阳市乾陵景区时，发现武则天无
字碑上方建起一座亭子。有人认
为有亭子可更好保护无字碑，但
也有人认为加盖亭子没必要。对
此，陕西省咸阳市乾陵管理处工
作人员告诉现代快报记者，这个
亭子并非随意加盖，而是出于对
无字碑的全面保护考虑专门修建
的。后续会持续关注亭子对无字
碑保护效果以及游客参观感受的
反馈情况，如有需要，会进一步研
究优化措施。

此外，企查查 APP 显示，乾
陵 管 理 处 曾 对 唐 乾 陵 述 圣 纪
碑 、无 字 碑 保 护 项 目 进 行 招
标。北京凯莱斯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以 559.6386 万元中标保护
设施项目。

武则天无字碑屹立千年，碑
身出现细微裂缝，部分纹饰也已
模糊不清。从对国家级文物保护
的角度，加盖亭子应该能为其遮
蔽风雨，延缓风化。然而，网友的
担心不无道理，保护无字碑一定

要加盖亭子吗？数百万修缮费花
得值吗？

一方面，无字碑不但直指天
地、形制宏大，尽显女皇霸气，又

“一字不铭”，有意留下空白，给
予后人无限遐想。加盖亭子，且
亭子距离碑顶仅 2 米，很可能破
坏历史氛围和艺术表达。对于
其悠远厚重的历史感和沧桑感
而言，加盖一座红亭，究竟是

“护”还是“毁”？
另一方面，加盖亭子，是否会

因水汽蒸发到亭顶散不出去而导
致文物潮毁？这不免让人想到河
北沧州铁狮子的命运。亭子建好
又拆，几番折腾“越玩越坏”，根源
在于不成熟的文物保护和施工措
施的不当，主管部门难逃其咎。
现实中，还有不少保护性破坏、好
心办坏事的例子。

让文物免遭折腾，本身就是
对文物的一种抢救和保护。如果
给无字碑加盖亭子这件事，已经
过审慎考虑，那么相关单位不妨
作出解释，以道理打消公众顾虑，
以事实完善保护方案。无论是官
方还是民间，都对无字碑的命运
寄予着厚望。所以，保护工作需
要各方共同参与和努力，才能让
文物得到妥善保护的同时，将历
史风貌完整传承下去。

人们对文物的喜爱，现已从
浅表的观览上升到对古文明的敬

畏和景仰，这就更需用文明回馈
文明，用科学延续文明。有的石
碑因字迹模糊，而套上了玻璃罩
保护，那么对于武则天无字碑，除
了修亭就没有别的保护方法吗？

珍惜、保护无字碑是今人感
恩的应有之义。别让保护成为
枷锁，科学论证才能不辜负千
年遗产。

加盖亭子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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