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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乘客在萧山乘
坐公交车时，突发不适向司
机求助。情急之下，519路
公交车司机汪永忠迅速停
好车辆，立刻“变身”救护车
司机，将公交车驶入医院，
背起乘客跑向了急诊室，及
时化解危机。为这些平凡
而又伟大的善举点赞！希
望这些“城市微光”，不断传
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漫画俞钦洋

这次“变身”
值得点赞

湘湖时评

■本报评论员 靳林杰

■首席评论员 俞海波

■本报评论员 王俞楠

最近在萧山，要论挺火的活动有
什么？村歌大赛肯定排得上号。

作为萧山区内举办的第二届村歌
大赛，最近几个片区的复赛都唱得很
火热，比拼也很激烈，最终来自九个村
的队伍登上全区的决赛舞台，他们展
现的是萧山村民们相当自信的精神面
貌，歌声中透露的更是说不完的幸福
生活。

为什么要唱村歌？首先很重要的
一点，村歌里写的都是村里的故事。

比如此次进入决赛的元沙村的村
歌《我从红卫桥走来》，歌词里“家门口
的红卫桥，是村庄发展的见证，充满着
我们的记忆”，唱的就是最直白的村庄
发展历史。再比如早前就获得过杭州
市“十佳村歌”荣誉的知章村村歌《诗
话知章》，歌词中娓娓诉说了唐代诗人
贺知章的乡愁与当代村民的幸福生
活，将古今贯穿于歌声中，也别有“本
村特色”。

其实细品其中的歌词，会发现朗
朗上口、通俗易懂是村歌歌词的一大
特色。对于本村村民而言，唱出了自
己的心声，唱响了村里的故事，而对于
其他村的村民来听歌，也能被旋律打
动，被歌词感染，这便是村歌最重要的
存在价值。

唱村歌，不谈太多高大上的东西，
但却能把村庄发展唱出来，还能把村

民生活幸福感也唱出来。虽然，不少
村歌带点“泥土气”，却是最接地气的
存在。

而走上决赛舞台的村民，来自各
行各业，也算不上是多么专业的“选
手”，当他们站在闪光灯下的时候，唱
的不仅是自己有真切感受的村歌，还
唱出了台下村民的心声。

如此来看，可以说决赛的舞台是
属于台上村民的，更是属于全部的萧
山村民的。

让村歌成为真正有生命力的歌
曲，还需要唱的人来“出力”。简单来
说，就是不需要太多的演唱技巧，却需
要有点真情实感，不需要太多的宣传，
却会因为唱的人多了而变成村里小有
名气的旋律。

以村歌为载体，能大大丰富村民
的精神文化生活，哼个村歌小曲，生活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或许就在这样的

“小事”中被提升。

放眼长远，村歌将不仅仅是村民
喜爱的歌曲，更会成为一个村的文化
符号，展现村风民风，展现一方水土的
动人瞬间。

而把村歌越唱越嘹亮，也能让村
民对自家村庄的认同感被大大激发。
对歌词和旋律有感觉，唱出来的歌才
能足够深情。或许，在接下来的日子
里，当你随意问起萧山某个村的村民，
村里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村民会唱上
几句村歌，你就会听出他对村庄的热
爱，以及对生活的无限热恋。

从村歌唱响出发，再来看如今萧
山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其实可以明
显发现，萧山村民的生活“真幸福”。
除了近期办得热热闹闹的村歌大赛，
像是村舞大赛，或是村BA，其实诸如
此类的赛事，都有一个核心思想，那便
是展现村民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并让旁人能够明显感受到，生活在萧
山的农村，真幸福呀。

村歌唱响萧山人的幸福生活

日前，半月谈微信公众号发文
讨论乡村旅游打造“网红打卡点”
的现象。文中提及，近年来，随着
乡村旅游热持续升温，一大批“网
红村”“网红镇”孕育而生，打造“网
红”文旅模式成为乡村振兴的一大
亮点。以“网红打卡点”为核心衍
生的一系列配套服务，推动了乡村
经济发展。然而，由于这条路径见
效快、便于复制，也由此形成了严
重的同质化倾向，造成游客审美疲
劳，有些地方甚至存在名不副实的
情况。

“网红”文旅模式能成为乡村旅

游的主流，是基于多种相关利益的
推动。流量经济时代，有流量，成网
红，就意味着滚滚而来的经济利益，
在这个巨大的诱惑面前，说不心动
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推行“网红”
文旅模式，是有强烈的经济利益驱
动在里面的。其次，“网红”文旅模
式便于复制，效果直接的特点，是很
多缺乏特色的乡村打造乡村旅游时
的灵丹妙药，当地文旅部门和干部
的工作成绩也能受到认可，不难想
象必然受到欢迎。一举而多得，何
乐而不为？

然而真正优质的景点，从来不
需要“网红打卡地”来维持其热度。
许多“网红打卡地”，特别是缺乏特
色资源，只是有样学样蹭热度的地
方，很少能维持长红的状态，流量来
得快去得也快。短时间内游客纷至
沓来，但很快就门可罗雀，被人遗
忘。尴尬的是，当游客爆满的时候，
当地的停车、厕所、住宿、餐饮等配

套往往是跟不上的，拉低了游客的
体验。等到忙不迭提升了旅游配套
设施之后，发现热度已经过去了，也
难见游客盈门的盛况，只好让设施
闲在那里，等待下一次的跟风蹭热
点。诚然一棵树、一座桥、一面墙都
可能成为“网红打卡地”，看似成本
很低，但是为了“网红打卡地”做的
配套设施，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投
入下去的，如果热度很快消散，那这
些投入是无法回本的。

所以，是否要打造“网红打卡
地”、打造什么样的“网红打卡地”，
都应该因地制宜、从实际情况出发
才行。假如本身确实有一定的旅游
资源，可以填满旅游内容，那么借助

“网红打卡地”引流起势，打响景区
名气，也是必要之举。

发展文旅本身就要舍得吆喝，
学会包装。但是如果本地一无美景
二无历史，只靠移植“网红打卡地”
来蹭热度，那注定是无法长久的。

要知道，许多“网红村”，本身就是文
化底蕴深厚或者坐拥自然风光资
源，缺的无非是一个出名的契机。
自身拥有多少旅游资源，才是“网
红”之后能长红的决定性因素。

那么普通的乡村怎么办，就不
发展乡村旅游了吗？

应 该 说 ，发 展 旅 游 乃 至 打 造
“网红打卡地”，不必是所有乡村的
追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城市化
的进程，最终大多数居民都将成为
城市居民，乡村将会越来越少。城
市化的末端是小城镇功能的完善
化，未来，当小城镇完全辐射周边
地区，小城镇之间就会形成连片的
城市化地区，大量乡村将融入城市
化的格局。

因此，推动乡村发展，也可以从
引进项目、壮大产业，提升完善基础
设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上入手，营
造宜居宜业的环境，打造温馨祥和
的社区，吸引更多人来此就业居住。

不必一味追求打造“网红打卡地”

最近恒温水壶的“毒胶
水”事件在网上也引起了极
大的关注。

事件起初是因为搜狐千
里眼的报道，江西九江，多名
家长反映在自家中使用的婴
儿恒温壶底部凹槽内，意外
发现了残留的白色软胶。

其中陈先生提到家中使用的，正是一款在市场上颇受
欢迎的孕贝品牌婴儿恒温壶。这款恒温壶已经陪伴家庭
长达 1 年 6 个月的时间，一直作为宝宝日常饮水的必需
品。发现后，陈先生立即联系了客服寻求解释，但遗憾的
是，并未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

消息传出后，不少网友还选择拆砸家里的婴儿恒温水
壶，看看其底部到底有没有白胶。一些玻璃一体的恒温水
壶因为该事件还被网友哄抢，导致纷纷涨价，有些涨价幅
度甚至过百元。

为何面对该事件会有消费者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一方面，这是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作为给孩

子泡奶粉、喝水的“神器”，恒温水壶颇受母婴市场欢迎，几
乎是家庭必备产品。其质量问题，受到影响的更多是婴幼
儿。这也极大地触动了家长们心中绷紧的安全绳。

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我们更多地应该去深究背后的原
因，需要市场监管部门入手，或者品牌做出相应的解释，以
及后续问题如何处理等等。而相比这些本应该去关注的
问题，网上更多的是添油加醋，让“毒胶水”的风继续在所
有家长心中越刮越烈，这也进一步导致了拆砸、涨价等事
情的发生。

其实，“胶水”是有国家标准的——《GB4086.11—2023
国家标准中食品接触用橡胶材料及制品材料标准》。在制
作中，因为需要将玻璃壶体与底部不锈钢发热盘紧密结
合，往往需要借助胶水等粘合剂进行固定和密封。而正规
厂商这个胶一般用的都是符合上述标准的硅酮胶。这个
胶非常稳定，也非常安全。

也有科普博主专门去找了美的、九阳等几个知名品牌
的恒温水壶，开门见山地找客服询问“非一体玻璃水壶有
没有打胶”。其中美的、九阳等品牌也是大方承认，并且还
做了个硅酮胶的小科普，并晒出了产品的检测报告。

这也证明了很多正规厂商的产品还是安全的，“毒胶
水”事件其实本身也是“偶发”的食品安全问题。

当然，对于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不能不重视，也应该
重视。但不能任其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小事放大，引发恶
意、过度炒作，而模糊了视线。有关部门和企业更应该及
早站出来，承担责任。

母婴产品的赛道一直具有更高的关注度和敏感性。
或许我们更应该仔细想一想这场“闹剧”是谁在背后推波
助澜，又是谁希望看到我们这样的焦虑。

食品安全问题
不能过度炒作

日前，有网友在萧内网论坛上留
言，称萧山有一小区内原先市政种好
的草坪，如今成了别人家的菜园。菜
地边上的绿化树木陆续都死了，旁边
的竹林也被砍了做成黄瓜架子。

小区“公共绿地”变成个人“私
家菜园”，这引起了网友的广泛热
议。在众多留言中，有认为种草种
菜不都是绿地，没什么不好；另一方
观点则认为本质是侵占公共资源，
不管是荒地还是草地，个人都没有
权利去占用。

虽说居民对占用绿地种菜的看
法不一，但是从法律角度而言，单个
业主显然不能私自占有公共绿化用
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建筑区划
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
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
除外。因此，小区公共绿地是属于
所有业主共有的，任何业主都无权
擅自改变其用途，更不能私自占用。

其实，公共绿地变成私人菜地，
类似于现实版的“公地悲剧”。少数
人将公共绿地变为自留地种植蔬
菜，从长远而言，这种行为破坏了公
共资源的可持续使用，影响了其他
业主的利益和小区的整体环境。
纵观国内很多案例，公共绿地上种
菜引发的矛盾不少。比如，施肥产
生的味道、低层住户面临虫子多以
及遗留的一些其他垃圾，最主要的

是侵占了平时居民休憩的公共场
所。

对于侵占公共绿地种菜的行
为，严厉打击无可厚非。然而我们
不难发现，打击的背后却存在“公共
绿地”变成“私家菜园”的现象屡见
不鲜，甚至“周而复始”。

小区内种菜，从眼前看是物业
公司管理不到位造成。有的物业甚
至对公共绿化“不上心”，绿地变“荒
地”，让居民有了“开荒”的机会。正
如网友提到，杂草丛生还不如种菜
看着干净整齐。而从深层次而言，
这背后或许隐藏着居民心中的“田
园梦”。爱种菜是流淌在农耕民族
血液里的基因。有细心的网友从图
片中发现，开头案例所在地是萧山
的一个安置小区。从村民到居民，
尤其是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年人，“恋
地情结”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种菜

成了唯一的爱好。在他们的眼中，
现代化小区满足不了种菜的强烈需
求。

一味地严堵下，是否有“疏”的
办法，既不影响小区景观和居民生
活，又能圆部分居民的“城市田园
梦”？其实一些地方已经在探索
了。广西柳州一小区把部分绿化带
分给了业主种菜，还规定了能种啥
不能种啥、施啥肥等。最后种出来
的菜整整齐齐，远远望去就像一个
平实粗犷的伊甸园。当然，作为公
共空间，所规划的“共享菜园”必须
是业主一致同意的，不然又会产生
同样的矛盾。

绿地是居民共同的生活空间，
也是小区的美丽点缀。维护共有的
绿色空间，莫让“公共绿地”变成“私
家菜园”，其实质正印证了一句口号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公共绿地”莫成“私家菜园”

国庆长假将至，一个关
于禁止游客自带方便面的
话题引发关注。

据游客反映，四川甘孜
州稻城亚丁景区在禁止游
客自带方便面的同时，其内
部商业点却出售水泡的热
干面。

两方反差，妥妥见证了景区的大型“双标现场”。可
能是舆论发酵的压力，稻城亚丁景区的规定马上出现“反
转”：9 月 21 日通报称，针对游客自带的方便面将免费提
供开水和场所，并统一收集和规范垃圾处理。

其实，关于景区禁止游客携带方便面或禁止承包经
营户出售方便面等规定，多年前就出现过：

安徽黄山风景区早在2006年就发出禁止出售方便面
的通知，并要求辖区各经营单位、承包经营户立即停止销
售方便面，并明确了对违规者的处理办法。2023年7月，
有游客在网上反映，在黄山风景区找不到开水冲泡面。
景区给出一个正面回应称：“为了避免大量的泡面残余汤
汁危害黄山生态，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因此才采取禁售方
便面的措施和不提倡在山上吃泡面的做法。”

无独有偶，九寨沟风景名胜区 2018 年也出台了严禁
将方便面、方便米饭等路餐带入景区的规定，理由也是与
方便面、自热饭等快餐食品对水体、土壤污染及动物生活
习性的负面影响有关。到2023年7月，该项规定有所“松
解”，九寨沟景区允许诺日朗服务中心站提供开水。而山
东泰山风景区允许游客自带方便面，但热水一般是自主
经营的商铺提供，可能需要付费。

从景区出台的规定来看，泡方便面这个事情确实容
易引发争议。一方面，知名的大景区才有可能出现这些
争议，因为景区大、游览行程长，自然需要中途补给。而
方便面恐怕是游客能想到的最省钱省事的食物，假如爬
到半山腰，在某经营点或许也只有烤肠、玉米、茶叶蛋之
类的点心，且价格要比山下正常集市贵上一两倍。

这时候，有的游客追求旅途的性价比，主打一个“该省
的省、该花的花”，只要眼睛饱览美景，肚子“委屈”一下也不
妨事。于是，就指望服务点有热水提供，那就可以掏出桶装
方便面泡了吃。这方便面吧，虽谈不上什么营养，但饱腹感
还是有的。一旦景区禁止游客携带方便面，且不以任何形
式提供热水，那自然容易触发众怒。毕竟，这么大的景区若
没有这点人性服务举措，就不会给游客留下好印象。

中国的旅游资源虽然非常丰富，但也存在一个流量
问题。如果知名景区能给一个游客留下好印象，哪怕只
是提供一点热水，说不定也会有连锁反应，赢得更多的游
客。而如果景区以抠搜的形象出现，经过社交平台的放
大，势必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在计算是否禁止携带方
便面和是否提供热水的问题上，建议知名景区还是本着
人文关怀的精神去调整规定。

而对于游客来说，环保素养和公德意识至关重要。
如果大多数游客都无视卫生问题，到处丢弃方便面汤水
和纸桶，对于景区来说，确实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恶劣影
响。对于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提倡游客自觉，通过在固定
点位增设倒汤汁的回收桶，引导游客支持景区环境保护
工作。另一方面则需要景区加大巡查力度，积极防范游
客乱扔垃圾，并提高游客乱扔垃圾的成本和代价。

是否禁止携带方便面
“堵不如疏”

■社会评论员 傅小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