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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言观社

■赵 强

近年来，诸多执法部门采用网络

直播或者电视直播形式曝光违法违

规行为，起到了很好的社会警示教

育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执法

的透明度。尤其是直播公安交警查

酒驾，人气颇高，在很多地方渐次成

为查酒驾的标配。

近日，有媒体报道，某地电视台

与当地执法部门通过短视频平台开

展了一次夜查交通违法行为的现场

直播。其间，一名涉嫌酒驾的司机提

出可以配合检查，但不接受直播拍

摄，因电视台对其提出的要求未予理

睬，双方发生争执。据统计，这场直

播的实时观看人数达到500万人次。

这则新闻无疑把多年来直播查酒驾

中人们容易忽略的对嫌疑人的隐私

曝光构成侵权这一行为，推向了舆论

的风口。

电视台和交管部门联合在短视

频平台开展执法合作，应当是一次双

赢的举措。电视台通过拍摄直播节

目，无疑扩大了执法活动的社会影

响，起到了普法的作用，还扩大了节

目的收视率；交管部门通过直播执

法，增加了执法的透明度，拉近了与

公众的距离。笔者注意到，这种合作

直播查酒驾的节目，近年来在各地电

视台纷纷涌现，分别以晚间新闻节

目、生活节目、交通新闻节目的形式

播出。

可以说，这类节目能够引起观众

极大收看兴趣，但部分节目对涉事嫌

疑人毫不留情，无论是肖像画面、声

音还是姓名、单位都依次曝光。因

此，有的酒驾嫌疑人会在镜头前嚎啕

大哭，有的干脆一直用胳膊挡住脸，

坚决不让曝光个人肖像。在上述新

闻中，嫌疑人拒绝电视台的直播拍摄

并不是个案。

除联合直播查酒驾外，一些地方

执法人员用手机拍摄短视频发布到

直播平台，以此增加震慑作用，甚至

还会动用无人机配合直播，形成了强

大的传播效应，增强了执法的透明

度。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直播执法

也加大了侵犯当事人隐私权的风险。

毫无疑问，隐私权也是公民重要

的人身权利，是一种具体的人格权。

没有隐私权，也就丧失了一个人的生

活完整性和基本权利。随着我国法

治的健全和完善，强调公民的隐私权

也彰显了法律的公平正义和人性关

怀。在直播执法的节目中，一些情形

下，有的行为还没有被最终定性，曝

光嫌疑人的肖像、姓名、声音往往会

触犯嫌疑人的隐私权，还容易诱发网

络暴力等侵权行为。

因此，电视台在播出直播查酒驾

的节目中应当充分考虑隐私权与个

人信息保护，对嫌疑人采取图像马赛

克和声音的处理；在事后的录播中，

对有关个人信息进行慎重的技术处

理，防范未知的网络暴力风险。对于

执法人员来说，应该将直播执法的重

点放在规范执法程序和警示宣传教

育上，在震慑违法行为、进行普法宣

传的同时，注重保护当事人的个人隐

私和合法权益。对公众来说，应该文

明观看，避免过度传播和恶意曲解。

随着我国体育健身需求的日益增长

和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体育消费这一

新兴消费领域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支撑形成发展新动能方面具有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马拉松、休闲健身、康体训

练等引发了全民健身的浪潮，水上运动、

山地户外运动、冰雪运动等曾经的小众

运动逐渐成为热门的大众运动，电子竞

技、竞赛表演、赛事转播等更促进了体育

娱乐化，而同时，体育产业与文化、科技、

旅游、健康等产业的不断融合，更不断拓

展了体育的覆盖范围。由此，购买体育

装备、参与体育培训、观看体育比赛、租

用体育场地、体验时尚运动等体育消费

内容成为了人们消费的新热点。可以

说，我国正迎来体育消费的大时代。

不久前，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了首批

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名单，共有上海、

深圳、成都、西安、南京等全国40个城市

（区）入选。这些城市将在推动体育消费

机制创新、政策创新、模式创新、产品创

新等方面落实和开展试点工作。面对体

育消费的大时代，城市该如何抓住机遇

促进体育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开拓体育

消费蓝海？

多年来，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高度

重视下，我国体育消费政策环境不断优

化、体制机制保障逐渐加大、外部动力明

显增强，但同时也面临着内生增长、消费

升级、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挑战。这要

求地方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既要有

公共服务、消费经济的视角，也要有满足

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的考量，更要用实际

行动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

不少城市热衷于举办大型体育赛

事，因为这不仅有助于加强基础设施、文

化和体育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知名度和

影响力，还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

如何避免造成浪费和损失，处理好重大赛

事体育场馆及周边配套设施的后期商业

再利用也是必须要提前考虑的问题。广

州亚运会部分体育场馆至今仍面临利用

率不高、商业化缓慢的尴尬局面，甚至被

认为“是广州的累赘与负担”；缺乏可持

续发展的考量也让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奥

运设施在赛事后不到两年就因维修不足

而残破。体育设施和场馆的建设不仅要

结合全民健身的大政方针，还应对体育

设施、场馆的赛后管理、维护和利用提前

做好规划，不单纯“谋赛”，更要“谋城”。

打造良好的体育消费环境不能局限

于体育本身，更要有全局意识、综合视

角，走特色发展道路。面对日益增强的体

育消费意识、不断扩大的体育消费人群，

各城市还需立足自身的地理、历史、文化

优势，补齐有效满足个性化、多样化体育

消费需求的短板。如少林寺所在地河南

省登封市承袭武术传统，将武术馆校打造

为当地特色产业，并拉动了地区旅游、制

造等综合产业发展；山东省青岛市依靠良

好的水域条件大力发展帆船体育项目，

帆船运动与海洋经济、文化旅游、商贸餐

饮、新能源汽车制造等产业的融合形成

了城市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

当前，体育已经从公共服务领域向

个性化消费领域不断扩展，满足人们的

健身需求、促进全民健康是体育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各城市要精

准施策，不断推动体育产业转型升级，持

续促进体育消费提质扩容。这个过程不

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不断地从实践中

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发现新路径，从而

有效破解发展中的难题和壁垒，释放出

拉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背景：
近日，有市民在四川省成都市网络

理政平台反映，成都某公园的公厕在白

天是关闭的，无法使用。公园所属的街

道办事处回应，该公园公厕实行精细化

管理，每天8：30—12：00，13：00—17：00

开放，其余时间关闭，以保证公共厕所设

施、设备完好，提升游客服务质量。网友

对此表示疑惑，公厕也要“朝九晚五”上

班吗？

@周磊：公园是开放场所，最大限度

地照应游客需求，才是精细化管理的第

一标准。游客有需求，甚至是人流量很

大的时候，仍机械地执行“朝九晚五”，只

求服务提供者方便、不顾被服务者方不

方便，其实是一种粗陋的管理手段。

@刘欣：打着精细化管理的旗号，让

公厕“上白班”“有午休”，群众不会买

账。通过限时开放的办法解决公厕管理

难，实质上是服务理念出了偏差。作为

公厕的管理方，不能只考虑管理成本，只

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应当站在

大局角度，站在整个城市角度，站在群众

的角度加以考量。

@苑广阔：“朝九晚五”限时开放，如

何有效满足人们如厕需求？其存在有什

么实际价值和意义？这种中看不中用的

公厕，忽视了民意诉求，不仅造成了资源

的浪费，更是一种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周荣光：服务群众、方便群众是城

市管理的宗旨。公厕“朝九晚五”开放虽

是小事，却在提醒我们的管理者着重人

文关怀，着眼细枝末节，坚持以人为本，

市民才能生活得更舒心、更幸福，城市才

能更有魅力。

从从““谋赛谋赛””到到““谋城谋城”，”，体育消费须精准施策体育消费须精准施策

公厕服务怎能公厕服务怎能““朝九晚五朝九晚五””

社 评

“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近年

来，广东、上海、湖北、云南、山东等地陆续开展了

不同层次的“科研揭榜制”探索，在一些重点创新

项目中取得明显成效。

记者调查发现，“科研揭榜制”在发动龙头企

业参与、完善项目筛选机制、广泛对接创新资源等

方面仍面临挑战。

新华社发 商海春作

执法应透明执法应透明
直播该有度直播该有度

谁能干就让谁干谁能干就让谁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