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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言观社

■张全林

近年来，多地花大力气整治户

外广告牌匾，告别了高低横飞、花花

绿绿的时代。但有的地方走入另一

个极端，整条街一个风格，被吐槽

“丑得整齐”。日前，《北京市户外广

告设施、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设

置管理条例(草案)》提请市十五届

人大第二十六次会议一审。条例草

案明确，管理部门在编制规范和设

置管理时应当充分考虑辖区内不同

区域功能和风貌特点，避免“一刀

切”，防止牌匾标识“千店一面”。

走在全国各地的城市中，我们

常常会看到很多别具一格、赏心悦

目的广告牌匾，它们蕴含着融汇八

方的思想境界，成为了美化城市的

艺术品，成为了城市经济发达程度

及人民精神面貌和文化素养的镜

像。按照我国有关法律法规，户外

广告牌设置应当向市场管理部门申

请登记，接受监督管理。无序设置

的违法户外广告既造成视觉污染，

又影响市容秩序，还存在安全隐

患。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规范

设置户外广告牌匾，是文明建设的

需要，也是法治的体现。但这并不

意味着“一刀切”搞千店一面，媒体

曾报道有的城市为了营造“整齐

美”，政府花钱搞“黑牌一条街”，受

到舆论批评后，又拆掉装成“红牌一

条街”，这种做法实在有伤大雅，至

少说明治理者不是很懂文化，缺乏

美学素养。

没有规范就没有文明。户外广

告牌匾若任意乱挂乱贴乱摆，就会

把城市的脸面涂抹得“杂、乱、差”。

就精神文明建设而言，的确需要建

立和完善户外广告牌匾的管理监督

机制，对于违法的、有伤大雅的广告

牌匾进行有效管控，避免有污清

目。这一做法是对城市的面貌进行

清洁，而鼓励广告牌匾的多样化则是

巧施粉黛，长城市精神、增城市灵气，

丰富城市文化。北京的条例草案明

确要求固定式牌匾不得超出建筑物

外轮廓线，又鼓励根据不同区域功能

和风貌特点设置规范编制，为牌匾标

识的创新性设计提供了空间，可避免

区域内牌匾标识的同质化。这种有

统一规范，又防止“千店一面”的做

法，深具文化眼光，值得借鉴推广。

一窗一世界，一店一特色。城

市的牌匾标识、门店橱窗是商家与

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同样也映衬着

城市的品质与文化底蕴。自有广告

牌匾以来，它就与社会文化生活密

不可分，集建筑、民俗、文学、艺术、

书法于一体，延伸到社会生活方方

面面，其写景状物，言表抒情，寓意

深邃，具有极大的文学艺术感染

力。文明源自历史文化的积淀，是

人文交流的演变升华。我们今天在

置身现代社会、追求文明生活、享受

先进技术的同时，决不能割断与过

去相连的文明成果的脐带。牌匾文

化的发展传承亦是此理，特别是对

能够负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历史文化的牌匾，更要心存敬畏，认

真发掘利用，让人们知道城市从哪

里来。

■李英锋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

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

案》（下简称《实施方案》），就

进一步推动解决老年人在运

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

难，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

能化服务创新并行，为老年

人提供更周全、更贴心、更直

接的便利化服务作出部署。

这份《实施方案》来得很是时

候，切中了社会服务的盲点、

堵点，切中了老年人生活的

难点、痛点，针对畅通便老渠

道、优化便老服务做出了全

面系统的安排，给老年人带

来了福音。

当今，科技创新日新月

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蓬勃发展，极大地提升了

生产生活的效率，给人们提

供了方便。然而，很多老年

人由于接受新鲜事物慢，难

以掌握相关智能操作，对新

型消费、新兴支付方式存有

质疑、抵触情绪或者缺乏必

要硬件等原因没有赶上社会

发展的节奏，没有享受到智

能社会的便利。以至于很多年

轻人眼中的便利却成了老年

人生活的障碍和不便，成了

老年人与社会之间的鸿沟。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不少老年人因为没有健

康码在出行时处处碰壁，在

很多服务场景中，不会线上

操作的老年人也常常被拒之

门外……最近的两则新闻更

是引起社会热议：湖北宜昌

一位老人独自冒雨交医保，

而工作人员告诉老人，不收

现金；湖北广水一名94岁高

龄的老人行动不便，为了社

保卡激活，被人抬到银行，抱

起来进行“人脸识别”。这两

件事是老年人被智能时代边

缘化的一个缩影，折射出老

年人的智能生活困境。

在一个社会中，评判相

关服务的供给能力或权益保

障能力的强弱，得看最短的

那块木板也就是弱势群体的

获得感、幸福感如何。显然，

智能社会中的老年人就是最

短的木板、弱势的群体，只有

让老年人搭上智能社会的便

车，畅享智能社会的无障碍

服务，智能社会的发展成果

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共享。《实

施方案》聚焦老年人日常生

活涉及的出行、就医、消费、

文娱、办事等7类高频事项和

服务场景，以畅通线上线下

双服务模式为核心，面面俱

到地提出了 20 条具体举措

要求，既明确了政策方向，

又给出了可操作性很强的

解决办法，既点出了构建无

健康码通道、提供多渠道就

诊挂号服务、完善一键叫车

功能、保留传统金融服务等

老年人关心的重点问题，又

绘制了建立便老长效机制

的时间表，为老年人共享智

能技术发展成果提供了有力

的指引和保障。

特别是，《实施方案》明

确提出，加快推动制修订涉

及现金支付、消费者权益保

护、防止诈骗、无障碍改造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切实保障老年人使用智能技

术过程中的各项合法权益。

揆诸现实，不少服务单位的

“规定”都对老年人很不友

好，基层窗口对老年人提出

苛刻要求往往是“按规定”，

而从完善法律、法规、规章入

手，破除障碍，增加渠道，为

老年人提供更多便捷选择，

就能从源头杜绝“按规定为

难老年人”的现象。希望各

地、各相关部门尽快梳理涉

及便老服务的法律法规规章

等，为优化便老服务提供法

律依据，理顺法律关系，夯实

法律基础。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国

务院《实施方案》的落地需要

全社会的努力。政策落实在

于细节，在于每个环节的重

视和责任付出。政府、企业、

相关服务单位和每一个人都

应该行动起来，站在老年人

的视角看问题、想问题、解决

问题，不断完善便老服务的

规则，优化便老服务的措施，

让每一位老年人都拥有“智

能拐棍”，都能在智能社会从

容体面地生活。

背景：
近日，一级濒危物种东

方白鹳南迁途中陆续落脚天

津。据当地护鸟志愿者反

映，1000多只东方白鹳已抵

达天津市宁河区，由于保护

区内的食物较少，大量东方

白鹳跑到了当地养殖户的鱼

塘中觅食。有媒体报道，因

为大群候鸟的到来，天津一

养鱼大户的鱼塘变成了候鸟

的“食堂”，养殖户因此损失

了数万公斤鱼。

@鞠实：野生保护动物、

鸟类出没地，庄稼被毁坏、鱼

塘变“食堂”造成的损失，单

靠村民或业者方面的力量，

是无法承受和解决的。这无

疑是村民、养殖业者等之痛，

也是当地经济民生难以承受

之重，根本上凸显的是野生

动物保护、环境改善与群众

损失如何补贴的短板。

@北京青年报：我国野生

动物保护总体上不断进步，

但在补偿野生动物致害损失

方面，还存在损害补偿主体

不够明确、损害补偿标准模

糊、损害补偿程序复杂等问

题。比如法律规定“由当地

人民政府给予补偿”，但更具

体的责任主体并未明确，所

以亟待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章林：对于养殖户的损

失，天津相关部门已开始进行

摸底调查，这让养殖户看到挽

回损失的希望。但比起临时

的摸底和补偿之外，更重要的

是加快地方立法，让补偿机制

走向法治化、长期化。也只有

如此，才能形成动物保护更有

效的激励机制，让人与鸟和谐

相处，让野生动物保护的概念

更加深入人心。

@莫训强：现在野生动物

所处的环境，已经不再是一

个纯自然的环境，而是人类

高度参与的环境，所以人与

鸟，以及其他动物都必定会

发生非常深刻的互动。我们

应该一起去寻找一个可以共

生共存的平衡。

让老年人搭上智能社会便车更显人文温度让老年人搭上智能社会便车更显人文温度

鱼塘变候鸟鱼塘变候鸟““食堂食堂”，”，护鱼还是保鸟护鱼还是保鸟

任性的窗口任性的窗口

近日，国务院办公

厅督查室通报了国务院

第七次大督查发现的部

分地方和单位落实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政策要求不到位典

型问题。其中，两个被

“点名”的“一号难求”问

题，直接戳中了群众办

事遭遇的新“痛点”：窗

口限号。

新华社发 王 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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