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经济” 大发展是利国
利民的好事 ， 好事要办好 ，
这既是对政府管理经济能
力的考验 ， 也 是对商家经
营水准的检测， 消费者期待
着更好的体验。

近日， 武汉20余名七旬老人组织同学聚会， 因
担心有人酒后出现意外， 大家主动签订 《安全责任自
负承诺书》， 称参加聚会将量力而行， 如果出现意外
与他人无关。 该承诺书被曝光后引发热议。 有律师就
此指出， 尽管签了 “醉酒免责条款”， 但如果一起喝
酒的人酒后遭受损伤或者死亡， 共同饮酒人存在过错
的， 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并不能免责。 (9月20日
《北京青年报》) □朱慧卿

■网评锐语

不能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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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隐形资助困难生令人暖心

■世象漫说

繁荣“夜经济”应该更突出地域特色

滥用黑名单被判侵权
具有警示意义

■今日观点

钱夙伟： 停车问题戳中了不
少人的痛点。 车子越停越多， 小
区越来越挤。 尤其是老小区的停
车问题怎么破解？ “共停” APP
貌似提供了一条路径。 以杭州天
水街道皇亲苑小区为例， 去年8
月推出了 “共享车位”。 “共享
停车” 是一种创新， 只要加以改
进提高， 于解决停车难， 是一个
值得坚持并推广的新鲜事物。

“共享停车”
值得推广

张立美 ： 出租车司机离职
后， 公司将其列入黑名单， 使其
难以找到工作。 近日， 重庆市南
川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侵权责任
纠纷案， 认定公司滥用黑名单制
度 构 成 侵 害 名 誉 权 。 毫 无 疑
问 ， 这一判决案例具有警示意
义， 是对当下一些行业、 企业、
单位滥用 “黑名单 ” 制度的警
示 。 不管是建立 “黑名单 ” 制
度 ， 还是将一些人列入 “黑名
单” 之中， 前提条件是要合法，
不能损害了列入 “黑名单” 之中
人员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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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
过分析学生在校刷饭卡数据， 比
对困难生库， 并结合学生综合表
现， 找出每月在食堂吃饭60次以
上、 每天吃饭低于平均值8元的
学生进行隐形资助 。 而有些同
学在刚开始收到资助短信时 ，
还险些以为是诈骗， 知道真相后
十分感动。 （9月22日 《中国青
年报》）

高校对困难生进行资助， 无
疑是一桩好事。 但是， 如果高校
在开展资助困难生活动过程中，
大张旗鼓地调查困难生的家庭经

济情况及其个人在校生活状况，
大张旗鼓地公示困难生相关信
息， 弄得困难生的家庭经济情况
及个人在校生活状况 “人所尽
知”， 则会让困难生感觉很没面
子， 自尊心受到损伤。

此外 ， 学生的家庭经济情
况， 属于学生的个人隐私范围，
未经学生本人同意， 任何机构与
个人无权公开学生的家庭经济情
况。 如果高校在开展资助困难生
活动过程中， 在未经得困难生同
意的情形下， 公开其家庭经济情
况， 即便初衷良善， 亦涉嫌侵犯

困难生的隐私权。
而像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这样

通过分析学生在校刷饭卡数据，
比对困难生库， 并结合学生综合
表现， 找出每月在食堂吃饭60次
以上、 每天吃饭低于平均值8元
的学生进行隐形资助， 偷偷给困
难生打钱， 则既能让对困难生进
行资助变得更加精准， 令真正需
要资助的学生获得资助， 而且还
能避免困难生自尊心受损， 体现
出对于学生隐私权的尊重， 无疑
是十分暖心的举措。

□魏文彪

“夜经济” 是当下流行热词，
而且迅速见诸实际。 在刚刚过去
的 中 秋 假 期 中 ， 各 地 商 家 借
助传统习俗 ， 赋予时尚内容 ，
大做夜间消费文章。 从深夜餐饮
到夜游景点、 从通宵书店到夜间
博物馆， 夜幕下， 越来越多的商
圈、 景点变身众多消费者网红打
卡地……有人说， “月光消费”
需求呈 “井喷” 之势， 虽不免夸

张， 却也道出了社会生活、 消费
市场新变化。

近期发布的 《2019阿里巴巴
“夜经济”报告》显示，夜间是人们
消费的“黄金档”，占全天消费比
例超过36%。 还有机构报告，夜间
餐饮消费增长迅速的同时， 观看
电影及文艺演出等文化消费也成
为夜间消费的重要内容。

其实， 夜间餐饮、 文化娱乐
本来就是人们的 “传统消费” 项
目 ， 只是因为有了电视 ， 有了
KTV， 有了其他多种因素的影
响， 才显得式微了。 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 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
来越多的人们不再满足于电视、
K歌， 也厌倦了不利于健康的一
味吃喝， 加之有了互联网便利，
“夜经济” 才变得重新红火起来，

特别是新兴的夜间文化旅游， 已
经成为丰富游客消费体验、 促进
消费稳定增长的重要途径， 消费
规模、 产值的迅速增长， 不能不
引起商家乃至政府的重视。

事实上， “夜经济” 的持续
发力， 与政府的倡导、 引领有极
大关系。 为了满足消费者对城市
夜间消费供给越来越高的要求，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进
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
意见》， 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夜间
文旅经济， 鼓励有条件的旅游景
区在保证安全、 避免扰民的情况
下开展夜间游览服务。 同时， 努
力丰富夜间文化演出市场， 优化
与文化和旅游密切相关的夜间餐
饮、 购物、 演艺等服务。 中央和
地方政府密集出台的鼓励夜间文

化旅游发展政策 、 措施 ， 成为
“夜经济” 发展的强大动力。

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 ，
发展夜间文旅经济， 北京有着得
天独厚的优势。 无论旅游景点、
文化遗产、 文艺演出、 图书馆、
博物馆 ， 无论数量 、 质量 、 规
模、 游客人数， 其他地方都无法
与北京比肩。 即使是传统的餐饮
服务 ， 北京也汇聚了天南海北
（包括异域他国） 的精华， 能够
满足不同游客大快朵颐的需求。

现在的问题是， 北京应该如
何进一步挖掘潜力，优化产品，更
上一层楼。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
努力打造出北京独有的特色。

文化旅游产品内容与形式的
同质化， 是常常为游客诟病的问
题。 在这个问题上， 由于北京相

关资源的丰富多样， 似乎不必担
心。 但不尽然。 譬如灯光秀。 故
宫灯光秀大放异彩之后， 各地纷
纷效尤。 北京那么多景点如果开
放夜游， 肯定也需要在灯饰上做
文章， 但应该适可而止。 那些内
涵丰富的文化遗产， 足够吸引游
客了， 与其在灯饰上大费周章，
莫如深度开发景点本身的历史文
化更有价值。 又如， 发展夜间餐
饮、 购物， 也应该把工夫下在努
力突出地域特色上， 不要让许多
不伦不类的东西打着 “老北京”
的幌子砸了北京的牌子……

“夜经济” 大发展是利国利
民的好事， 好事要办好， 这既是
对政府管理经济能力的考验， 也
是对商家经营水准的检测， 消费
者期待着更好的体验。

■长话短说■每日图评

扫码时代
须增强防骗能力

要切实改善技工的待遇

□张刃

2015年， 金牌零突破。 2019
年， 蝉联金牌榜、 奖牌榜榜首。
8年， 5次出征世界技能大赛， 我
国青年技工稳步踏入全球技能竞
技第一阵营。 当塔尖的光芒一次
次显露， 如何让塔身从阴影处走
出， 成为中国职业技能领域的最
大课题 。 中国青年技工高光背
后 ： 技 能 人 才 只 占 就 业 人 口
22%。 (9月21日 《工人日报》）

目前 ， 在我国就业人口中 ，
技能人才只占22%， 其中高技能
人才仅占6%。 顶尖的工业制造
项目人才稀缺， 一线高技能工人
尤其匮乏。 究其原因， 还是因为
全社会对 “技工” 根深蒂固的传

统观念 。 面对高级技工严重缺
乏， 不少有识之士早已察觉 “大
国工匠” 对国家发展的至关重要
作用。 但技工仍被贴上 “蓝领”
标签， 绝大多数人都把当技工职
业作为一种无奈选择。

在一些人的观念中， 技工就
是工人， 无论再 “高级” 都是工
人 ， 而工人是 “手工劳动者 ”，
挣钱少， 社会地位也较低， 如此
观念、 如此现状， “技工” 这一
职业怎么能吸引更多人？ 可见，
若想改变 “塔尖” 热、 “塔基”
冷的现状， 仅靠口头重视肯定不
行 ， 还是要切实改善技工的待
遇， 营造 “技工光荣” 的氛围。

高水平技术工人是实体经济
发展的关键支撑力量， 更是一个
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 随着
我国制造业水平不断提升， 对高
级技工的渴求日益迫切。 但高级
技工缺口很大， 不但使人看轻这

一职业， 更严重的是， 还成为制
造业转型升级的一大瓶颈 。 由
此， 重视 “技工” 必须提高其收
入， 让其拿到体面的收入， 才有
更多人愿意当技工。

□刘天放

近日， 网络上一段视频传
播很火， 视频中男子在扫码使
用共享单车时， 发现有几辆共
享单车的二维码处被贴上新的
二维码， 将原码完全覆盖， 如
果不仔细辨认， 根本察觉不出
来， 还好男子心细发现并撕下
了 假 的 二 维 码 。 （ 9月 22日
《法制日报》）

在生活中， 越来越多的人
成了 “扫码一族 ”， 但二维码
在给生活带来便利的时候， 也
成了行骗者用以掩护的诈骗手
段。 正如媒体报道， 不仅是共
享单车， 随着扫码支付、 扫码
下载、 扫码开锁等已经遍及人
们日常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
利用二维码实施的电信网络诈
骗 ， 也以各种形式频频出现 ，
让人防不胜防。

面对 “扫描二维码 ” 诈
骗， 个人须有抵抗力。 前段时
间深圳警方同样做出警示， 提
醒公众收到印有二维码的催缴
单 ， 无论是水 、 电 、 燃气费 ，
还是违章罚款单， 只要涉及钱
财都要多个心眼， 不要扫可疑
的二维码， 养成先核实后支付
的习惯。 其实， 这样的习惯很
有必要。

同时， 也应加强二维码的
生产和流通管理。 此前， 媒体
就指出， 二维码的生产和流通
并没有明确的主体进行统一的
管理， 并且缺乏有相关法律法
规和具体举措。 故此， 一方面
应设立专门的监管平台对二维
码进行检测 ， 过滤不良信息 ；
另一方面也有必要实现对二维
码生成流通环节的有效追溯 ，
以确保受害者维权畅通。

二维码技术， 其开放式的
市场应用模式， 难免会存在一
些问题， 对此绝不能小觑。 唯
有法律监管不疲软， 依法打击
力度松弛， 一些不法手段也就
不会有立足之地。 值得注意的
是， 对于二维码 “所有人” 而
言 ， 也应保护好自 己 二 维 码
招牌 ， 谨防被别有用心之人
盗用 ， 甚至借机构织骗局坑
害他人， 尤其是一些政府部门
更须谨防不法分子盗用二维码
行骗。 □李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