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2 年 7 月 25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何 玲 □本版美编 郭佳卉评 论

察言观社

■许贵元

近年来，浙江省宁波市由于受极端

天气影响，城区内涝问题时有发生，给

市民安全出行带来了诸多危险隐患。

为此，宁波市水利局联合市大数据局

精心绘制了一张城区“积水地图”，为

市民提供路面积水查询服务，受到市

民欢迎。

每到汛期，由于暴雨强降水袭来，

一些城市就会出现内涝积水现象。尤

其是地势低洼的路段和立交桥下积水

较深，不仅严重阻碍道路畅通，更直接

危及车辆和行人的出行安全，甚至引发

水患事故，影响城市供水、供气等生命

线工程。宁波市绘制发布的城区“积水

地图”，依托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等

技术，结合导致发生险情或灾情的雨

量、内涝、洪水等历史信息，标注出容易

积水的点位和范围，指导民众科学避

险，同时为有关方面调运物资、应急抢

险提供参考，既能保障市民雨天出行安

全，又彰显出城市管理智慧，体现了城

市的民生温度。

事实上，不仅仅是宁波市，近几年，

北京、天津、郑州等城市也发布了“积水

地图”。需要指出的是，确保市民雨天

出行安全仅靠一张“积水地图”只是权

宜之计，各城市还应该把着眼点和落脚

点放在加强和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城市整体功能等方面。各城市要

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

念，强化防灾减灾和抵御各种风险的意

识，实施人防+科技的现代化管理手段，

把着力点放在海绵城市建设上，这才是

战略之举、长远大计。

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多年来，

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一些城市在

建设过程中偏重于道路、管网、照明等

必要设施的硬件建设，忽视或轻视生态

修复工程的配套建设。这种城市建设

模式埋下了许多隐患，尤其是城市地下

铺设的排水管网常常因设计标准低、资

金不足、建设工期受限等因素，导致工

程不达标或草率完工。一旦遇到大雨、

暴雨等，就容易出现城市排水不畅、“城

市看海”等现象，给人民生命和财产造

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破解城市内涝，我们要下大力气找

出积水原因，有针对性地对积水路段进

行综合改造，深入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比如，我们要精心做好科学规划设计，

将城市生态修复与城市建设有机结合；

要尊重自然规律和城市特点，因地制宜

进行生态建设，科学设计“下沉式”绿

地、雨水边沟、渗水铺装等，在原先遭到

破坏的山体处，依势设计和建设多级游

园系统，即可有效防止山体地质灾害，

又可增加游憩的立体性、丰富性和观赏

性，满足市民需求；拆除占用河道、私搭

乱建的违规建筑，完善城乡防洪排涝应

急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海绵城市是一个系

统的雨洪优化组织管理概念，不能把它

简单理解成在城市里做些透水铺装和

下沉式绿地。解决城市内涝问题还需

要从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全

流程、各环节统筹优化雨水径流组织。

源头改造、管网提升、雨洪蓄滞空间保

护、行泄通道与水系建设等都不能少。

积水可以绕开，但不能视而不见。

“积水地图”体现了城市的民生温度，也

成为了一道民生考题。希望“积水地图”

能成为海绵城市建设的向导，期待地图

上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一步步减少，期

待更多预警信息和服务更加便捷可及，

期待汛期悲剧不再重演，期待海绵城市

建设给市民带来更有品质的生活。

让让““积水地图积水地图””
成为海绵城市建设向导成为海绵城市建设向导

““直播黑话直播黑话””流行流行，，怎样重建怎样重建““好好说话好好说话””网络环境网络环境

城市锐评

背景：
最近，有网友吐槽某些短视频平台

上的“直播黑话”，比如为了减少限流，钱

不说钱，只说“米”，疫情原因说成“口罩原

因，直播间要用“啵啵间”替代……而在

此之前，也有一些字母、拼音缩写及谐音

“黑话”的出现。由此，掀起了一场针对

“直播黑话”的热烈讨论，不少网友都发

出了“现在还能不能好好说话”的感叹。

@郝晓图：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好

像默认网上交流需要另一套语言体系，

甚至产生一种跟风使用这些“黑话”才能

显示出自己时尚、有趣的错觉。满屏的

字母、拼音缩写及谐音梗让人很抓狂。

流行语言的更新变化是互联网发展的一

个特点，我不反对好的流行语，但希望互

联网能够淘汰那些偏执、僵硬、贫乏的流

行语。

@吕学丽：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语言

文化现象，很多人认为会在社会交往中

迭代，那些不适合社会发展的会被自然

淘汰，只有少部分会进入主流文化的话

语系统，不必太过担心。但是，我们必须

重视“直播黑话”等网络流行语的负面效

应，要对其客观、理性引导，清除越界的

网络流行语，避免其破坏人们对文化的

认同和社会的共识。

@中国青年报：一则吐槽能激起如此

强烈的共鸣，既是因为这些禁忌实在太

过荒唐，也是因为互联网上“不好好说

话”的风气，逐渐迫近了大众所能容忍的

临界点。今天，如果默许我们的母语在

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场合被扭曲成奇

形怪状的模样，谁敢保证互联网时代成

长起来的下一代还能把标准的汉语传承

下去？如何在网络秩序与健全的表达之

间取得平衡，重建一个“好好说话”的网

络环境，关乎所有网民的利益，也关乎中

文本身的规范性与纯洁性。因此，解决

这个问题，无疑不仅是特定平台的事，更

是整个社会的事。

遏制后厨潜规则遏制后厨潜规则
须升级监管明规则须升级监管明规则

■李英锋

据媒体报道，近日，记者在北京卧底

两家必胜客餐厅发现，其后厨存在多种食

品安全问题：食材不按时废弃，将过期食

材“化整为零”售卖……其中必胜客北京

和谐广场店就曾因食材超保质期，于今年

3月被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处以没收

违法所得、罚款5万元的处罚。

又是熟悉的餐饮后厨潜规则。近

年来，媒体记者通过卧底、暗访等方式

揭露了多家知名餐厅的后厨操作乱象，

让消费者看到了餐饮后厨不可告人的

“秘密”和脏乱差的一面。其实，餐饮后

厨篡改效期标签、使用过期食材等操作

手法并不高明，但餐饮后厨是隐蔽的角

落，传统的监管方式难以发现餐饮后厨

中的一些问题，难以抓到餐饮后厨的违

法违规现行。正因为此，一些餐饮商家

存有推行或默认后厨潜规则的侥幸心

理，即便有监管的压力和社会监督的压

力，依然屡教不改，不断逾越食品安全

的红线和消费者的权益底线。

诚然，餐饮后厨的潜规则并不是新

问题，但在当前的食品消费语境下，消费

者对食品卫生与安全的需求越来越高，

对餐饮后厨见不得人的一面越来越难以

容忍，餐饮后厨的潜规则也就给食品安

全监管带来了更大的挑战。要揭露、遏

制“必胜客们”的后厨潜规则，需要媒体

的监督，但不能依赖媒体的监督。监管

部门既要通过媒体的监督获得问题线

索，找到执法监督的切入点，也要对媒体

监督的路径以及媒体发现的问题进行充

分思考、研究，以此推动监管规则、措施

和方式的完善、升级，封堵监管漏洞、清

除监管死角、增强监管效能，进一步织密

织牢对餐饮后厨的监管网。

针对餐饮后厨潜规则的隐蔽性，监

管部门应有的放矢地探索监管新路径、

新模式，拓宽发现问题的渠道，提升发

现问题的能力。监管部门可以在餐饮

商家明厨亮灶环节多下功夫，确保餐饮

后厨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员工、每一

份食材、每一步操作都在监督视野中。

另外，可将餐饮后厨的视频监控系统与

监管部门对接，实现监管部门的实时在

线监督，释放出明厨亮灶机制的震慑、

警示效应。监管部门应借鉴媒体卧底

监督的经验，对餐饮后厨多开展随机性

突击检查、暗访检查，并可聘请媒体记

者、消费者、餐饮员工以及社会热心人

士担任社会监督员，以有奖举报作为激

励手段，充分调动社会监督的积极性。

监管部门还有必要依托相关法律法规

强化对餐饮商家的食材台账管理，要求

餐饮商家在台账上按日详细记录各类

食材的购进、消耗、效期以及废弃处理

等情况，并保存一段时间备查，对食材

的流转形成监督的闭环，让餐饮后厨的

食品安全问题可核对、可追溯。

餐饮后厨潜规则“魔高一尺”，监管

明规则就应该“道高一丈”。只有以责任

心为底色不断创新监管方式、优化监管

措施、提升监管效率和质量，才能推进监

管到位，发挥监管主导作用，才能倒逼餐

饮商家增强自律意识，摆正营收与食品

安全的位置关系，全面压缩餐饮后厨潜

规则的生存空间，为消费者营造更加透

明、诚信、健康、安全的餐饮消费环境。

消费新变化消费新变化
如今“云购物”已经成

为越来越多人的消费选

择。今年上半年，全国网

上零售额同比增长3.1%。

2021年我国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突破10万亿元，规

模居世界第一。“云购物”

深刻改变中国百姓日常生

活的同时，也折射出消费

的新特点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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