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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铎印

国潮味十足的“科达眼镜”、怀旧

腔调的“老街李记百货”、古色古香的

“金城小院”……近期，在甘肃省兰州

市举行的“精美门头牌匾”评选大会

上，上百家优秀门头牌匾设置商户受

到表彰。

一块小小的店面招牌，是一家商

铺简单直观的“脸面”，是一座城市包

罗万象的“门面”。一块有个性的店面

招牌，展示着它饱经的风雨沧桑，含有

老街巷成长的历史印记，更渗透着这

座城市的烟火气息与文化特色。

从城市文化底蕴的角度具体来

讲，门头牌匾凸显着一座城、一条街巷

的历史演进与文化积淀，其本身有着

对历史的记录功能。然而，千篇一律

的户外店面招牌曾一度被诟病。近年

来，随着各地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一些

城市管理部门首先从店铺招牌着手，

在城市门店牌匾整治中走入极端，弄

成了“整街一面”“全城一律”。“一刀

切”之下，街面的确整齐划一了许多，

市容也似乎更“好”了一些。于是，各

地竞相仿效，用秩序上的井然代替了

店面招牌文化的琳琅满目。由此，引

来了社会舆论的吐槽。

遍布城市街头巷尾的门头牌匾，

是市容市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示

城市特色、宣传地域文化的重要窗

口。2022 年 12 月，由上海市第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修订

的《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施行，其中明确指出，户外招牌设置

在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和设置导则的

情况下，应当体现区域环境、建筑风

格以及业态特点，要为设置者展现个

性和创意提供空间。这透露出，户外

招牌不再搞所谓的“整齐划一”，让每

个店铺的招牌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观

念与创意追求。这一做法值得各地

学习。

丰富而多元的城市审美，是衡量

一座城市开放度、包容度甚至创造活

力的指标，是营商环境的一部分。对

商家来说，店面招牌不仅仅是商家的

标识，更是宣传自己的独特品牌形象

和文化内涵的方式。每家店铺的定位

不一样、风格不一样，一块创意独特能

展示个性的店面招牌，可迅速对顾客

提供有用的信息，引起消费者的留意、

关心、欲求、记忆，对商家推介产品有

极大帮助。一个个别具特色的店面招

牌总能让人眼前一亮，只要不违反公

序良俗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招人喜

欢”的店铺招牌挂出来都应该被允

许。这也是维护正常经营秩序、激发

市场活力的应有之义。

小招牌蕴含城市治理大智慧。各

城市对户外招牌应设置导则，为设置

者展现个性和创意提供空间。店家应

通过店面招牌展示各自的个性风采，

体现出地方区域环境、建筑风格以及

业态特点，避免样式、色彩、字体等同

质化。

作为经营者，必须遵守广告法等

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以真实、合法、健

康的表现形式表达广告内容，不得含

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

骗、误导消费者，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

环境,维护规范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

小到一株绿植、一个井盖、一个指

示牌，每一项工作都需要有温度、有精

度的城市治理，需要多从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入手，看问题、想办法，下足

绣花功夫。只有治理的“针脚”更细

密，城市运行才会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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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据“中国铁路”官微消息，目前京

沪、京广、成渝高铁等部分复兴号列车

上专门增设了静音车厢。购票时醒目

的“静”字提示，让部分乘客“想静静”

的需求得以满足，也在舆论场中引发

了关于“文明边界”问题的讨论。

早在2020年底，静音车厢就在京

沪高铁等线路试运行。当时的静音车

厢希望旅客自觉保持安静，个别的小声

交谈，在不影响其他旅客的情况下是允

许的。但根据最新的提示，在静音车厢

需遵守多项规定，如乘客在接打电话或

相互交谈时需要离开静音车厢。

@正观快评：针对静音车厢以外旅

客的“安静权”该如何保障的问题，也

需要探究。如果普通车厢意味着对高

音量的默许和纵容，没有抢到静音车

厢座位的旅客是否有义务忍耐噪音？

我们对静音车厢的讨论应跳出车厢本

身，如何让静音车厢真正静下来、如何

界定不同车厢的噪音边界、是否应该

允许“轻惩戒”，都需要进一步摸索。

@伍里川：静音车厢更像是一种带

有先锋意味、充满诚意和张力的“实

验”。既然是“实验”，那么，就应该允

许其在一段时间内探索、试错、改良，

毕竟，进行“实验”本身就是为了发现

问题和解决问题。

@北京日报：静音车厢提供了差异

化的个性服务，起到的是一种示范作

用，但是不是只要出现某种具体需求，

就要单搞一套与之匹配？其实很多事

情没有绝对的错与对，可能只是在于

个体接受度的差异。各退一步，你尊

重我的权益、我理解你的不易，就能让

彼此都更舒适更顺心。身处公共空

间，平等和包容尤为关键。不止于高

铁静音车厢，在任何公共场合，人人都

自觉遵守规则，也都做出一定妥协，既

有对规则的敬畏心，也有对他人的同

理心，才能达到一种和谐。

莫把莫把““生命禁区生命禁区””
当作当作““猎奇专区猎奇专区””

■张玉胜

“探索秘境”“寻访冰川”“打卡无人

区”……随着近年来自驾游不断升温，一

些游客追求冒险刺激，前往青海、新疆、甘

肃等地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无人区，结果频

频发生被困甚至遇难事件。业内人士表

示，“生命禁区”不是“猎奇专区”，需加强

对无人区非法穿越的监管。

近年来，因驴友擅自非法穿越无人区

而酿成健康与生命悲剧的事情时有发

生。今年7月底，一支自驾车队未经批准

穿越新疆若羌境内国家级野骆驼自然保

护区，遭遇车辆故障和高温缺水双重困

境，其中4名游客不幸遇难。无人区往往

存在无人、无路、无信号的“三无”情况，游

客无视禁令而强行闯入，势必遭遇多重风

险，甚至付出生命代价。

把“无人区”称为“生命禁区”并非危

言耸听。在无人区内，人们常常会遭遇缺

氧、迷路、天气恶劣乃至野生动物袭击等

多重考验，入夜后荒滩空旷寂廖，还会面

临气温骤降、奇寒难耐的境况。然而，危

险系数极高的无人区缘何频现“穿越

客”？究其原因不乏两种情况：一是路况

不熟不慎误入。一些游客使用提前下载

好的离线地图导航，但离线地图往往无法

显示真实路况，一旦道路被沙子掩埋、大

雨冲断，游客便容易迷路，误入无人区。

二是由猎奇、虚荣心及侥幸心理驱使。一

些游客抱着“只要穿越一次无人区，就足

以成为这辈子最值得讲述的经历”的心

态，头脑一热、说走就走，自驾或加入驴友

组织的穿越活动。

此外，一些自媒体在相关作品中刻意

夸大深山峡谷等危险地带的壮美风景，故

意隐去或淡化潜在旅行风险，这在一定程

度上撩拨了人们对所谓“探索秘境”“寻访

冰川”的向往与想象，助长无人区“穿越

热”风潮。这种网络误导危害极大，亟需

依法矫治。盲目非法穿越无人区，既是对

自身安全的漠视，还可能破坏原本就脆弱

的生态环境，遇险救援也会造成社会资源

的无端浪费。

生命诚可贵，禁区莫闯入。在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内严禁组织非法穿越活动，

在未被划为自然保护区的无人区，游客

进入前需向当地公安、林草等部门提出

申请，取得许可后方能在当地有专业资

质团队的伴行下进入。切勿盲目加入驴

友组织的穿越活动，或擅自找寻“黑导

游”闯入无人区。

整治非法穿越无人区行为，首先，要

加大科普力度。让民众了解无人区“内

幕”，并在相关穿越的短视频醒目位置加

注“危险行为、切勿模仿”“生态脆弱、加强

保护”等宣传语，以打破神秘感，降低猎奇

期望，消除侥幸心理，树立敬畏意识，增强

环保责任，全方位提高公众对于穿越无人

区的风险认知。

其次，要强化执法监管。公安、应急、

消防、生态等部门要强化协调联动，加强

对无人区、未开放和未开发景区的监管与

执法，借助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巡航等

科技手段，实现对保护区的全天候、无死

角的全域监控。

最后，要严惩非法行为。要通过进一

步完善立法设计，加大对非法穿越无人区

行为的处罚力度；推广救援费用自理等约

束性措施，提高非法穿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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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负

“从今天开始，周一

到周四晚一律不允许带

书包回家。”近日，一则事

关江苏如皋教育的话题

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尽

管当地教育局工作人员

回应，“主要是针对义务

教育阶段的学生，至于个

别学校不允许带书包回

家这种形式上的禁止，我

们会通知其予以纠正”，

但还是引发了热议。

中新社发 朱慧卿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