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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红的外观，铛铛的铃声……”
7月 23日 19时 30分，一辆仿古“铛铛
车”驶上北京街头，带领乘客欣赏北
京夜景，这标志着北京夜景观光线路

（东线、西线） 正式开通运行。这也是
继北京观光一、二、三线之后，北京
公交集团推出的首批夜景旅游观光线
路。

【游客纷至欲“尝鲜”】

7 月 25 日 19 时，几辆仿古“铛铛
车”停靠在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前门中
心门口。离该日第一班夜景观光车

“申冬奥号”发车还有半个小时，但车
门旁边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来自北京的高大爷是一个十足的
“公交迷”，每次遇到新线路开通，他
都要来体验。在他看来，这见证了北
京的发展。“北京又开新线路了，还是
夜景的，我一听说就赶紧过来看看。”
高大爷笑眯眯地说。

游客们对北京开通夜景公交线路
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客流量大大超
出了公交集团的预期。据北京公交集
团宣传部负责人张福顺介绍，北京夜
景观光线路开通第一天原计划发车 4
部，但由于现场过于火爆，当天的发
车数量翻了一番，共发了 8 部车，接
待了280余名游客。

92 岁的夏大爷为了听到“铛铛”
声，特地在子女的陪同下来到旅游集
散中心，但还是没有在网上订到中意
的观光西线的车票。老人向笔者展示
了他用红笔仔细标注的报纸，只见上
面关于夜景公交的新闻旁多了三个
字：要去看。

乘车的游客中除了怀旧的“老北
京”，也不乏活泼好动的小朋友。即将
乘坐西线夜景观光车的北京小学生蔡
晨希兴奋地说：“一会我就可以登上最
喜欢的中央电视塔了，真高兴！”

【优化线路便游览】

跟随队伍踏进仿古车厢、走在棕
红色的木地板上，笔者看到，过道两
旁分布着两排红色仿皮面座椅，车厢
后半段的座椅则对称排列，车尾还有
模拟驾驶舱，其中设置了仪表盘和木
制摇柄。整个车辆古色古香，力求尽
可能地还原老北京“铛铛车”的原貌。

为了满足更多游客的需求，夜景
公交线路将北京最繁华的地段连接起
来，方便游客欣赏、体验城市夜景。
张 福 顺 介 绍 ， 东 线 途 经 长 安 街 、
CBD、三里屯、簋街、什刹海等知名
地段；西线途经北京展览馆、中央电
视塔、西长安街、平安大街等地。其
中，西线在方便游客沿途夜景观光的
同时，还提供登上电视塔俯瞰夜幕下
北京全景、乘坐仿古龙舟畅游皇家水
道等体验项目，集人文景观和商业景
观为一体。

山西长治的万先生带着一家五口
人来乘坐夜景观光东线，他给这次体
验打了高分：“的确和白天看起来不一
样，北京的夜景很美！”

针对夜景公交线路运行中遇到的
一些问题，有关方面给出了积极回
应。例如，为了避开城市出行晚高
峰，夜景公交的出发时间较晚，且西
线的旅程长达三个半小时，游览结束
时已到深夜，游客返回居住地不方

便。对此，旅游集散中心市场部副经
理张旭涛表示：“随着夜景公交车的运
行，公交集团会根据季节变化调整线
路运行时间。在往后的运行中，我们
还会优化公交线路，推出一些特色服
务，同时也考虑开通北线水立方、鸟
巢等线路，扩大整个夜景公交的辐射
范围。”

【夜景观光新风尚】

“铛铛车”是老北京人对有轨电车
的称呼。那时候，行车轨道上经常有
行人占道行走，司机需要不断用脚踩
动铃铛，发出铛铛的声音，以提醒行
人和其他车辆避让，“铛铛车”因此得
名。“铛铛车”连同其发出的铜铃声成
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特殊记忆。

2009年，已消失 50年之久的“铛
铛车”在北京重新开通，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体验。近年来，石家庄、济
南、呼和浩特等城市也纷纷开通了

“铛铛车”旅游公交线路。游客们置身
于仿古车体中，在导游的讲解下走街
串巷，体验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好
不自在。如今，“铛铛车”夜晚开跑，
势必能发挥引领带头作用，成为各地
夜景观光的新潮流。

据了解，新型“铛铛车”在原有
基础上采用了更为先进的技术动力系
统和环保材料，属于新型能源汽车。
专家表示，新型“铛铛车”给市民带
来了绿色的环保体验，同时夜景观光
线路的开通，填补了北京夜景观光游
的空白，使城市的休闲旅游活动更加
丰富多彩。

甘肃陇南武都区裕河镇余家河村里47岁
的农妇马政芳至今没出过大山，如今她守着
70多岁老母亲和妹妹的老屋，日夜盼望着在
外打工的女儿早日回乡，娶回来一个孝顺的

“男媳妇”安稳过日子。
马政芳的儿子几年前就“嫁”出去了，

在邻村随女方改名换姓。“这是祖祖辈辈传
下来的老规矩，女儿不娶男人，跟着嫁过去
了，那是最没面子的事。”马政芳现今最大
的烦恼就是“怕女儿留不住”。

在陇南的康县南部山区、武都东部山
区，一直保持着“男嫁女娶”的婚姻习俗，
与传统意义上的“倒插门”不同，陇南地区
的男嫁女娶，不是少数民族风俗，而是极为
罕见的汉族特殊婚俗。

据 《康县县志》 记载，150 多年前，太
平天国军队被清军击败后，部分太平军进入
了山高沟深的陇南秦巴山区，化整为零，纷
纷以男嫁女娶方式改换名姓隐藏下来，躲过
清军追杀，后来，这一婚俗盛行，流传至
今。

笔者近日走访裕河镇、阳坝镇等陇南山
区村乡时发现，在遵从男娶女嫁婚俗地区，
当地老百姓都有缠头、束腰、绑裹脚等太平

军将士的遗风。村里的姓氏十分繁杂，甚至
有一家六个人姓五种姓，孙子的姓有的随外
公，有的随爷爷奶奶，有的随父母。大部分

“男媳妇”都有两个名字。
当前，这种颠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的中国传统婚俗的特殊婚俗流传至今，却正
面临着“儿不嫁、女不留，或儿女都外出不
回村”的传承困难。

随着公路修到家门口，交通条件日益便

利，曾经徒步七八个小时去赶集的路如今开
车仅需要 2 小时。村里年轻人都涌向城市，
上学后有了工作留在城里，很多女孩在打工
时恋爱结婚，嫁了外地人。“女儿打电话说
她已经谈了对象，不回来。”马政芳说着掉
了眼泪，这意味着他们老两口独自守在村里
度过晚年，膝下无子陪伴，更重要的是，她
认为马家的香火延续就此断了。

33 岁的韩望银 10 年前从裕河镇苦竹园
村嫁到郭家湾社，4年前离婚，8岁的女儿留
在了女方家。韩望银的前妻通过手机微信聊
天，认识了其他村的男人。“和我离婚后，
嫁给那个男人了。”现在韩望银在村里开了
小超市，随着乡村旅游兴起，生意不错，他
计划找个女朋友结婚，不再嫁了。

在陇南这些山村的驻村公务员告诉笔
者，尽管大部分村民依然延续着“男嫁女
娶”这一老传统，但村里越来越多的“90
后”“00 后”离乡上学或打工，过去与世隔
绝的这些山村日益受到现代化的冲击、互联
网的介入、生活条件和经济水平提高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这种奇婚异俗“男嫁女娶”正
在面临着传承之困。

（据中国新闻网）

眼下，全国各地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
空调是炎热夏季不可缺少的“神器”，但在北
京、上海等多地的图书馆、医院、地铁等公
共场所，空调温度过冷的情况相当普遍，这
种做法不仅浪费能源而且易致“空调病”。

公共场所空调温度太冷，很多人有这样
的感受。媒体报道称，北京地铁 13号线“三
伏天出地铁眼镜竟会起霜”。还有媒体在陕西
实测发现，有电影院的温度最低达到了 19摄
氏度，已经不能说“凉爽”了，简直就是

“冻人”。对此，笔者也深有感触。在广州一
些商场、电影院，空调温度过低。走进室内
一时凉爽，时间长了却很受罪。在天河区某
知名新建商场的电影院里，押金100元的出租
毛毯服务还很受欢迎！室外地上能煎鸡蛋，
室内却裹毛毯挨着冻，有点奇葩。

公共场所的温度设置，并不能只考虑商
家经营需要、自身员工感受等，更不是“有
钱任性”就行，而是要合乎社会规范、规章
制度，还得跟大多数公众的感受相一致，才
能体现“公共”二字的含义。早在 2007 年，
国务院就发出相关通知，要求严格执行公共
建筑空调温度控制，“夏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
不得低于 26摄氏度，冬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
不得高于20摄氏度”。但长期以来，这一规定
的落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不要以为这是个小问题。一方面，空调
温度调高些，对节能减排有重大意义。相关
测算表明，空调每调高1摄氏度，就可以节能
6%—8%，大大减少碳排放。眼下，环保意识
越来越深入人心。有学者称，“地球一小时”
等活动广受欢迎，但其实把空调调高一度，
其节能效果比熄灯一小时要显著得多。目
前，受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影响，7月份全国
单日最高发电量已 6次刷新往年极值，北京、
广东等多达 24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
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更该执行空调温度不
得低于26摄氏度的规定。

另一方面，夏季室内空调温度太低，对
人体健康也很不利。有医生提醒，26 摄氏度
到 28摄氏度是人体感觉最舒适的温度。室内
外温差不宜过大，24小时内温差超过10摄氏
度，就相当于经历一次寒潮。长时间在空调
环境中，容易患上“空调病”，引发关节类疾
病。而在不同温度的区域出入，忽冷忽热也
对血管不利，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可见，无论从环保角度还是个人健康角
度，把空调温度设定在26摄氏度的好处是显而
易见的。要把这一规定落实下去，监管部门不
妨及时介入。比如，陕西省相关机构就组织实地查验，温度设
置不合格将下令整改，不整改则被处以最低5000元的罚款。而
在韩国等国家，处罚制度更是细化到了“开着门吹空调”也要罚
款。此外，还可通过政策创新，约束企业“有钱不可任性”。山
东等地出台公共建筑用电限额制度，给不同建筑规定用电最高
限额，一旦超限电价将大幅提高。但归根结底，更重要的是要
让环保观念真正成为社会共识。眼下，很多环保组织、大众
媒体发出倡议，“把空调调高一度”，既在电费上省了钱，又让
自己更健康，还能缓解全社会的用电紧张，何乐而不为？

公共场所空调温度开多高，绝
对不是件小事。过于“高冷”其实
并不值得炫耀，还可能是违法之
举。把空调调高一度，离文明社会
也更进一步。（据《广州日报》）

日前，浙江省舟山市东极岛天空出现“双彩虹”景
观，时间持续20分钟。 戴兴达摄（中新社发）

近日，重庆自然博物馆“小小地质家”暑期科
普活动启动，家长可带领孩子前往博物馆免费体
验“恐龙化石”的挖掘、修复、组装等全过程。

上图为一名女孩体验组装“恐龙化石骨架”。
下图为孩子们体验“恐龙化石挖掘”。

秦廷富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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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古“铛铛车”重现街头

北京夜景观光线路受追捧
陆培法 陈 曦 周晓洁

中国首个火星模拟基地落地青海

浙江舟山现“双彩虹”景观浙江舟山现“双彩虹”景观

图为行驶在北京街头的仿古“铛铛车”。图为行驶在北京街头的仿古“铛铛车”。

据中新社西宁电 （孙睿） 近
日，中国火星村 （火星模拟基地）
总体方案讨论会暨协议签约仪式在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
哈市举行，标志着中国首个火星模
拟基地落地青海。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州域主体是素
有中国“聚宝盆”美誉的柴达木盆
地。州域沙漠化面积 9.5 万平方公
里，拥有中国最大最典型的雅丹地
貌群。独特的地形地貌、自然风
光、气候条件与火星表面极其相

似，为项目实施创造了基础条件。
中国科学院月球与深空探测总

体部主任刘晓群介绍，该项目包含
国内唯一的火星主题和特制内容尤
其是高端休闲体验等活动，填补了
国内在航天、天文、地理、地质、
气象、新能源等领域一体化科学实
践教育基地的空白。

据了解，中国火星模拟基地项
目主体部分由“火星社区”及“火
星营地”两个功能区组成，旨在打
造一个“科学+科幻+自然+生态+
文化”的火星文旅创意体验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