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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锋

走进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府南街道
同德社区同馨苑小区，进了大门抬头就
看到一块液晶显示屏，上面滚动播放着
小区重要的提醒事项；左边一个古朴的
小凉亭映入眼帘，里面不仅有桌椅供居
民休憩，桌上还摆放着几盆花草，干净又
温馨。同馨苑小区是成都老旧小区改造
的一个缩影。老旧小区改造不仅注重

“面子”，更在意“里子”。成都市积极鼓
励小区居民成为“设计师”，在改造中实
施“一院一策”，根据居民的需求意愿“按
需定制”。

昔日堆满垃圾、气味难闻的垃圾房，
今日花香草绿、干净温馨的小凉亭。小
区居民的建议直接推动了这一脱胎换骨
的局部改造。在成都市，由居民参与的
老旧小区改造案例还有很多，居民有关
规划停车位、修建花架、平整道路等诸多
建议或设计被社区或有关部门采纳，变
成了老旧小区的实际改造场景，变成了
小区居民的生活品质和福祉。

老 旧 小 区 怎 么 改 ，由 居 民“ 说 了
算”。成都市包括同德社区在内的一些

老旧小区在改造的过程中，通过上门到
每家每户征求意见以及召开院落坝坝会
等形式，充分尊重和保障居民的参与权、
建议权、选择权和设计权，在很多改造环
节都体现了居民的意志和理念，让老旧
小区改造成了“民主改造”，也丰富了小
区改造的方案，提升了小区改造的质量。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小区者在居
民。居民长年累月生活在小区，对小区
的一花一草、一砖一瓦都非常熟悉，也最
清楚小区的问题在哪里，最明白自己需
要什么。比之社区或相关部门由上而下
地推行格式化的改造方案，由居民建议
或设计的改造方案更接地气、更实用，能
更全面、更准确地触及老旧小区的堵点、
难点、痛点，也更符合居民的生活需求，
更具个性化、人性化和人情味。

小区本就是居民的“大家”，而居民
像给自己的小家装修一样充分参与老旧
小区改造，让小区有了更多家的感觉，也
让环境更宜居、更舒适、更温馨。一些改
造方案融入了居民的建议或设计思路，
遂了居民的意，哪怕只是体现在细节上，
也能让居民称心、满意，提升居民的便利
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由居民当“设计

师”，老旧小区改造自然能够得到居民普
遍的理解和支持，能减少不少阻力，变得
更加顺畅。

老旧小区改造为居民，老旧小区改
造也应依靠居民。老旧小区改造是民生
工程，关乎小区功能的完善、城市形象的
提升和民众的切身利益。成都市有关社
区、部门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转变观
念，不当“大家长”，不大包大揽，而是还
权于民、问计于民，让居民充分参与、献计
献策，根据居民的需求“按需定制”改造方
案，实施“一院一策”，既改造了小区的“面
子”，又提升了民生的“里子”，实现了老旧
小区改造的内外兼修，取得了令居民满意
的改造效果，也积累了有益经验。

各地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
中，都应积极学习成都市的经验，全面汇
集民众意见，尊重民众的改造诉求和方
案，聚焦民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以民众反
映强烈的区域、环节、事项或问题为重
点，寻找改造的切入点，优化改造设计，
完善改造措施。这样，老旧小区改造才
能改到民众的心坎里，才能把钱花到刀
刃上，才能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让
民众更舒心、更满意。

老旧小区改造需要更多老旧小区改造需要更多““居民设计师居民设计师””

如何让混乱的如何让混乱的““第三方测评第三方测评””驶入正轨驶入正轨

城市锐评

背景：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对

12 个互联网平台 7 类 350 家“第三方测
评”账号进行调查后发现：“第三方测评”
信息对消费者购买行为影响大，然而
93.1%“第三方测评”涉嫌存在测评标准类
问题，55.7%涉嫌“商测一体”“以商养测”，
35.7%涉嫌虚假测评。不科学、不公正、不
客观的“第三方测评”对生产和消费造成
严重干扰，不断产生的乱象引发消费者
担忧及社会各界关注。

@《工人日报》：理论上，第三方评测
扮演的应是“黑面包公”的角色，不仅能
对商家进行监督，倒逼其坚守质量，努力

提供优质产品，为消费者提供省心省力
的消费指南，必要时还可以作为维权凭
证之一。公正客观的第三方测评是一种
现实需求，若成了“扮猪吃老虎”、围猎消
费者的“高级猎手”，不仅不能成为消费
市场良性发展的帮手，反倒成了搅乱市
场秩序的“帮凶”。

@光明网：测评行业出现的种种乱
象，说到底是行业发展太快而规则不健
全的结果。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测评
行业几乎没有门槛可言，只需要一部手
机就可以从业；另一方面，规则和标准的
缺失，导致一些测评方为了利益最大化，
信口开河，或虚假宣传，或恶意贬低。面
对日益发展壮大的测评行业，理应加强

行业自律和监管。
@澎湃新闻：无论是从维护消费者权

益的角度，还是打造健康、公平、诚信的
测评市场的角度，都不能让第三方测评
再继续混乱下去了。一是要对测评机
构进行规范。平台在对一些从事测评
业务的账号进行“加 V”和资质审核时，
一定要注意仔细核实，并对此负责。二
是测评过程应当严格依照国家标准或
行业标准，采用专业的技术手段，并严
格杜绝将商家的利益掺杂其中。一旦
发现不符合程序、含有利益勾兑的测
评，监管部门和平台就要根据其违规违
法程度，做出警告、禁言、封号、罚款等
不同等级的处罚。

“捡拾垃圾兑换门票”
或可激发多重效应

■张淳艺

“春气满林香，春游不可忘”。
阳春三月，春和景明，正是出游踏
青的好时节。伴随着第十一届北
京森林文化节在西山国家森林公
园拉开帷幕，今年北京市各类公
园将推出 110 项、400 余场次森林
文化活动，邀请市民游客欣赏灿
烂美景，饱览视听盛宴。与此同
时，各公园倡导文明游园，推出

“捡拾垃圾兑换门票”，更让人眼
前一亮。

文明出游既是公共道德，更是
法律要求。国家倡导健康、文明、
环保的旅游方式，旅游者在旅游活
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
会公德，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
环境，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但
在现实中，一些游客乱丢垃圾等不
文明现象随处可见，严重破坏景区
生态环境。近日就有游客在社交
平台发视频吐槽，“桂林阳朔20元
人民币打卡地遍地垃圾”。

解决这一问题，除了景区自
身加强管理，完善环卫设施，及时
组织清扫外，更需要引导游客自
觉规范行为，从源头减少散落垃
圾，共同维护干净整洁的景区环
境。“捡拾垃圾兑换门票”，不失为
一个好的创意。当垃圾不再成为
负担和累赘，而是可以变废为宝
创造价值，就会促使游客不仅不
乱丢垃圾，还会主动捡拾垃圾，进
而逐步养成讲文明、讲卫生的良
好风尚。

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
高和公众文明素质的提升，大多数
游客能够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
性，从内心里抵触垃圾满地的场
景。只是，景区垃圾桶的分布毕竟
有限，难以解决垃圾随时随地都会
产生的现实问题。考虑到这一问
题，北京市各森林公园贴心地为游
客提供了环保塑料袋，便于随身装
载产生的垃圾，加之可兑换门票或
其他奖品的激励机制，相信众多游
客都会自觉响应，主动配合，把垃
圾带走、把文明留下。

“捡拾垃圾兑换门票”的积极
效应，不仅限于环境本身，更为景
区减免门票提供了新思路。近年
来，景区过度依靠门票收入形成

“门票经济”，不仅影响公众的出游
热情，抑制游客的消费意愿，也不
利于旅游行业的长远可持续发
展。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十
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

“鼓励制定实施旅游景区门票减
免、淡季免费开放、演出票打折等
补助政策，举办文化和旅游消费
季、消费月等活动，推出更多旅游
惠民措施”。

近段时期，随着旅游市场的
复苏，不少景区纷纷开展免票优惠
活动，不乏一些景区宣布永久免费
开放。除了“一刀切”的免票外，广
大景区不妨考虑设置类似“捡拾垃
圾兑换门票”的门槛条件，推动游
客、景区和自然实现良性互动、和
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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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延庆警

方发布情况通报，针对

群众举报“有游客在长

城城墙上刻字”情况，

延庆警方经调查，将违

法人员孟某某查获，并

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并

处罚款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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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不文明旅游拒绝不文明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