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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子未叠放罚款 10 元、碗筷不洗罚款
10元、蹲地用餐罚款20元……日前，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一份加盖村委会公
章的《新农村美丽乡村行动人居环境罚款
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在网络流传，引发
关注。（11月15日“上游新闻”）

涉事村干部回应称该文件属实，并经过
了群众大会讨论。他表示罚款并非目的，而
是为了督促村民搞好个人环境卫生。此外，
他还提到，罚款金额将用于帮助村民购买
清洁用品，而不是村里占为己有。

众所周知，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机构，
其权力范围并不包括行政处罚权。在我国，
行政处罚权归属于行政机关。无论打着什
么样的旗号，无论这钱怎么用，对“整治不
力”的村民罚款在法理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而《标准》标注的区域，除了院坝、入户路涉
及公共区域，其余皆在村民屋内，无疑也失
之于宽，逾越了基本的边界，侵犯了村民的
隐私权。

人居环境整治，是建设美丽乡村的重
要举措。为了改善环境、人民健康，改变生
活习惯，一些地方的村镇在基层治理过程
中，对于部分卫生习惯欠佳的家庭，可以
在村规民约中约定一些道德生活方面的
要求，倡导在公共空间的衣食住行文明，
但这应该是引导性的，而非强制性的。遇
到整治效果不佳就“病急乱投医”，采取不
合法的罚款行为，这也是一种懒政思维，
只会加剧意见冲突，损害村民权益，将农
村搞得一团糟。

应该看到，席地而坐、蹲地就餐等乡村
陋习虽然不被广泛认可，但却是当地人们
代代沿袭的生活方式，想持续推进乡村整
治，取得良好成效，需要综合考虑群众的生
活习俗、文明水平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程
度，以更大的耐心去体察、理解和包容，尊
重部分群众的选择，赢得群众的认同。

在推行乡村整治时，政府部门、基层组
织不妨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自以为是，
通过提供设施、资源和反向激励等人性化
方式，引导村民自觉投身改善人居环境和
移风易俗的新行动中。在此过程中，还要时
刻审视相关措施是否真正充分尊重了村民
的意见和权益，是否进行了充分的法律审
查和合规性评估。最重要的是，应加强关于
美丽乡居的宣传教育，使村民潜移默化理
解并认同环境整治的重要性，自觉改变行
为习惯。只有在正确观念引导和有力措施
加持下，乡村整治才能发挥应有效用，乡村
美丽和文明才能真正实现。

蹲地用餐罚款20元

懒政思维何时休
□孔德淇

11月14日，位于四川省南江县赤溪镇金
银村五社的“石飞河摩崖造像”被村民涂色
破坏引关注。有关该造像的一份报告显示，
石飞河摩崖造像历经北魏晚期、初唐、武周、
中晚唐四个开凿阶段，保存较好，其中北魏
晚期造像为巴中首次发现，对完善巴中和四
川石窟造像序列，探讨南北佛教文化艺术交
流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11 月 15 日

《新京报》）
一群七八十岁的老人为了还愿，擅自给

有着1400年历史的北魏摩崖造像涂色，造成
文物“毁容”，这俨然是好心办坏事。文物，承
载着历史的记忆，印刻着文明的痕迹，维系
着文化的认同，任何改动都有可能造成不可
逆的损坏。千年摩崖造像被涂色“毁容”，不
仅直接破坏了造像的原貌，而且对造像原有
材质产生一定影响，造像本体会出现损坏，
造像的历史信息也会丢失一部分，完全恢复
造像原貌难度非常大。

虽然“毁容”千年摩崖造像行为令人气
愤，但从法律角度说，当事人最后可能只是

“批评教育”或给予五百元以下罚款。被“毁
容”的千年摩崖造像尚未定级，“毁容”行为
又是无心之过，不构成故意损毁文物罪，只
能按照毁坏一般文物行为进行追责。同时，
当事人大多是超过七十周岁的老年人，按照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不执行行政拘留
处罚。

这起千年摩崖造像遭到无知村民涂
色“毁容”案件，敲响了田野文物保护警
钟，构筑田野文物保护的“铜墙铁壁”显然

“慢不得”。
首先，应强化田野文物保护力度。政府

要尽快对新发现、新发掘的文物进行定级，
加大投入进行保护，及时为田野文物提供防
雨、防盗等基本保护设施，明确田野文物守
护人，还要充分运用监控摄像头、周界报警
系统等技术手段，提高田野文物保护能力。

其次，应加强田野文物保护宣传。基层
政府、文物保护单位、公安机关、民间文物保
护组织等应当进村入户对农村居民进行持
续且有效的文物保护教育，普及文物保护的
基本常识、毁坏文物的法律后果等知识，增
强公众田野文物保护意识，提升居民参与田
野文物保护的自觉性。很多不可移动的田野
文物散落在偏远山村，数量又比较庞大，完
全依靠文物保护部门力量进行保护不切实
际，关键是要发挥社会大众力量参与保护，
才能有效杜绝各种人祸。

最后，应加大破坏文物惩罚力度。这需
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破坏一般文物的
惩罚标准，提升法律的约束力和震慑力。

千年摩崖造像被“毁容”

文物保护“慢不得”
□张立美

“梳头头髻圆，爱水蟳埔姨。阔裤大
裾衫，头花插歆歆”。本报记者日前从泉
州市文旅局获悉，从年初至今，泉州“蟳
埔女”抖音话题播放量突破10.5亿次。
今年以来，以“簪花围”为主要特色的蟳
埔女文化吸引了五湖四海宾客的目光，
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打卡热潮。众多文化
名人、影视明星频频来泉，在名人明星
流量的加持下，世遗之城泉州火爆“出
圈”。来自海内外络绎不绝的游客纷纷
前往东海街道蟳埔社区体验簪花围，让
这一传统民俗大放异彩。

蟳埔女文化的爆火，看似偶然却有
其深刻的必然性，这与泉州市委市政府
多年来对蟳埔女文化进行活化利用、保
护性挖掘，且完整保留了蟳埔村的原生
态生活习俗密不可分。同时，相关部门
也不断探索将历史文化习俗与现代时
尚元素结合，策划了蟳埔海鲜啤酒节、
蚝厝边闽南语乡村音乐节、“海丝·蟳
埔”民俗文化节等一系列文旅活动，使
得蟳埔女文化借助多种平台一跃成为
闪亮的泉州城市名片。

“蟳埔女”话题抖音播放量突破

10.5亿次，这一数字也告诉我们，在网
络社交媒体发达的时代，短视频已然成
为城市推广的一柄利器。仅以抖音为
例，近年来因其带火的城市就不胜枚
举，从重庆的洪崖洞到上海的武康路，
再到南京的梧桐大道，都是由短视频引
发强大的传播效应，进而促动游客去深
入了解城市打开旅游市场的例证，这种

“逆向”探索城市人文历史的风潮，已成
了数字化时代旅游的新常态，对城市推
广而言也带来了全新的启迪。

据统计，城市形象视频超八成由个
人创作。因此，城市在形象推广上转向

“政府搭台，民众唱戏”的新路径，已是
必由之路。回溯泉州的旅游发展历程我
们就会发现，早在 2012 年，泉州就征
集 33 位旅游达人，变身穿越宋元时期
游泉州，借力发力推广泉州旅游；去
年 7 月，为庆祝申遗成功一周年，泉州
市文旅局、泉州古城办推出“宋元中
国看泉州”抖音话题挑战赛，超 5200
个投稿视频推介泉州，相关视频播放
量超 1 亿次；今年 6 月，为深入挖掘泉
州乡村旅游资源，多部门联合启动“海
丝乡愁——遇见最美村庄”跟着达人嗨
游泉州活动，邀请8名百万粉丝以上新
媒体达人开展采风直播、摄制小视频，
助力泉州乡村旅游……通过网络社交
媒体制造与输出城市文化认同与情感
认同，对树立城市形象无疑起到了四两
拨千斤的作用。

当然，推广城市形象，网络社交媒

体起到的只是一个放大器的作用，城市
本身的特质、文化底蕴与旅游配套设施
才是真正的硬功夫。今天，要如何进一
步挖掘和提升文化内涵，以点带面做大
做强泉州的文旅产业，则是在蟳埔女民
俗文化爆火之后应有的冷思考。毋庸讳
言，蟳埔女民俗文化游的发展还处于初
级阶段，体验感弱、产品形态单薄都是
先天短板，而蟳埔村配套服务设施滞
后，交通乱象增多，以及村容和商业开
发显得凌乱等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就
此而言，要真正让蟳埔女民俗文化这一
热点变成文旅发展的支点，进而去撬动
整个泉州旅游市场，就应少些急功近利
的举动，多些未雨绸缪的思虑和慢工出
细活的耐心。

网络社交媒体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社交属性，以及与精准用户的连接能
力，可以更直接清晰地塑造与传播城市
形象，在带来流量的同时，对助力经济
发展甚至是吸引人才都有不可低估的
作用。因此，政府部门作为城市形象的
定义者，与其被动地“等风来”，莫如主
动“去造风”，在做好
城市形象推广顶层设
计的同时，更应博采
众长借助多种渠道与
资 源 去 输 出 城 市 形
象。如此，才能于小处
入手、细处发力，不断
写好城市形象推广这
篇大文章。

民俗热点，亦是文旅发展支点
□周培尧

近日，“官方通报B 太遭遇鬼秤事
件”登上微博热搜首位。据公众号“大连
市场监管”消息，11 月 12 日，大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通报称，涉事商户涉嫌在
经营中故意使用破坏准确度计量器具
的行为，现已被立案调查。而在此前一
天，该局曾发布通报称，近日联合公安
机关查处了 3 起非法改装销售计量器
具案。一个热搜，将让人深恶痛绝的鬼
秤现象再次拉回市民视线中。笔者认
为，只有多方合力施策，才能杜绝这种
现象，还老百姓“秤”心如意购物环境。

7 斤多的鸡复秤时只有 5 斤多，2
斤 7 两的海鲜放到店铺秤上，竟变成
3.8斤……在打假博主“B太”发布的视
频中，这样的事情公然上演！当地市场
监管部门介入后，经过检测，发现违规
行为确实存在，调查鉴定结果是出来
了，但公众却大为失望，不仅是对大连
市场的失望，更是对当地市场监管部
门的失望，本是分内本职工作，却在网
红曝光后才介入，日常监管的缺失不
言而喻。

鬼秤问题早就不是新鲜话题，近
年来这种现象在各大市场上屡见不

鲜。顾名思义，鬼秤就是那些被做了手
脚的电子秤。据了解，现在的鬼秤可通
过输入密码调整计量精度，还可以一
键重启恢复正常。此外，还“与时俱进”
地出现了可通过遥控器进行远程操作
的电子秤。

鬼秤的出现，不仅在斤两上欺骗
消费者，损害其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的
市场交易秩序；还破坏整个社会信任
的基石，影响诚信市场建设；更给所在
城市抹黑，它暴露了一个市场、一座城
市诚信的缺失，以及城市治理的疏漏，
舆论发酵后，势必引发城市口碑的崩
塌。试想，连最基本的市场规范都没有
的城市，还能指望外地游客前来旅游
吗？如此短视的行为，虽然带来一时的
利益，损害的却是城市的长远发展之
计。不仅如此，这种行为还涉嫌违法，
将受到法律法规的惩处。

天地之间有杆秤。在古代，杆秤被
称作权，秤砣又叫作衡，因此秤被认为
是权衡之器；在老百姓的心中，杆秤更
是公平公正的象征、天地良心的标尺，
一桩桩交易就在秤砣与秤盘的此起彼
伏间完成。秤杆上的斤斤计较，演绎的
是人生的公公正正。笔者认为，要杜绝
鬼秤现象，需要多方合力施策。首先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做到守土有责，不
能等到知名博主、网络大 V 曝光，才

“高度重视”“迅速行动”“严厉查处”。

应该加大日常检查与惩处力度，设置
举报电话，对查实的违法行为重拳出
击，从严从快处理，让不良商家得不偿
失，提高其违法成本。正如一位网友的
建议，“查处一次在摊位前挂牌‘缺斤
少两摊位’，查处三次就直接停业，看
谁还敢违反？”同时应在市场设置公平
秤，方便消费者进行复秤。针对通过网
络渠道销售非法电子秤较难杜绝的现
象，可商请电商平台及相关部门配合，
顺藤摸瓜，将研发者、生产者、销售者
一网打尽，从源头杜绝。消费者对这种
现象应该“斤斤计较”，提高自我保护
意识和维权意识，不能因为涉案金额
较少就听之任之，人人都应该充当“捉
鬼”的“钟馗”，勇于拿起法律武器与不
良商家作斗争，遏制缺斤少两现象的
进一步滋生。而作为商家，少一些套
路，多一些真诚，方能护住经营本心。

民间谚语云：“秤上亏心不得好，秤
平斗满是好人。”足斤足两、童叟无欺，
是做生意的基本原则，也是千年流传下
来的商业美德。商家要
盈利无可厚非，但要买
卖公平、生财有道，须
知权衡之术、用秤之
道：秤虽小，却可以称
人心，利益虽高，不取
无义之财。如此方能
行稳致远。

严查鬼秤，让老百姓“秤”心如意
□吴志明

自去年以来，广电总局持续开展网络微短剧治理工作，加强规范管理，有效净化网络微短剧行业生态。下一步，将
再次开展为期1个月的网络微短剧专项整治工作。 （视觉中国）

有时想分享所见所闻，父母一点也不感
兴趣；有时取得成绩想得到父母肯定，却被
泼了一盆冷水……“扫兴式父母”近日成了
社交网络上的热议话题。对此，有网友表示，
父母的“扫兴”其实是对孩子的激励和鞭策，
但也有网友表示，长期如此会打击孩子的信
心和积极性。您怎么看？

代沟所致 无须介怀
@泥河牧歌：年轻人把向父母分享自

己的快乐，却得不到父母回应的现象称为
“扫兴式父母”，用词颇有些严重了，究其原
因，无外乎是对同一事物在认知上的差异造
成。父母到了一定年龄已经趋向于老成稳
重，而年轻人喜欢追新逐异，当两种理念发
生碰撞时，无论是产生共鸣还是分歧都属正
常现象，不宜用“扫兴”来定义。求同存异、消
弭代沟，方为上策。

@刚柔：父母与子女存在代沟，这是普
遍的现象。两代人在认知与喜好上是很难达
成一致的，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折射出父
母和子女天然的差异，当父母对子女的分享
没有兴趣就难以产生互动。因此，子女更应
正视代沟的存在，多多理解父母，不要过于
在意父母的无动于衷，他们并不是刻意扫
兴，而是乐不相投，难成其兴也。

@徐振宇：为人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
女成凤的，所以子女眼中所谓的“扫兴式父
母”是有认知偏差的。即使在孩子看来父母
的做法是如何不近人情，那也是他们对你的
深切期望落空后的体现。试想，当你发现自
己的期望落空时，你会如何应对？“父母呼，
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
母责，须顺承”。古人所训，鞭辟入里。

伤及亲情 理当反思
@渊智洞达：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内

心深处都有获得称赞得到肯定的期望。经常
受到打击的人，不一定在磨砺中日臻完善，
也很有可能会消磨意志，或者产生逆反心理
变得叛逆，长久以往，就会关闭和父母交流
的大门，可谓事与愿违。儿大三分客，父母和
孩子也需要平等相待，方能构建和谐友善的
家庭氛围。

@曹建明：“扫兴式父母”其实就是一
种负激励现象，尽管父母的动机良好，但产
生的效应也是不断递减，甚至是负面的。尤
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社会竞争的加
剧，孩子学习、工作中的压力日渐加大，更需
要家长的肯定和鼓励来释放情绪并减压。因
此，对于习惯了负激励的“扫兴式父母”来
说，实在有必要转变观念，从而在和谐平等
的氛围中与孩子一起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鹿台一卒：教育是一门综合了心理、
社会、人文等多种学科的系统科学，父母作
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这门学问的理解和
掌握程度，直接关系着教育培养孩子的效
果。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家长并不掌握科
学的教育方法，自觉不自觉地实行“扫兴式
教育”者不乏其人。当下，父母也要与时俱
进，以更高的素养助力下一代健康成长。

相互理解 共同成长
@中言利尔：可怜天下父母心，应该强

调的是，绝大多数父母都是对自己儿女深切
关爱的，表面上对孩子的冷漠严厉，实际上
是恨铁不成钢的表现，儿女们应理解父母的
良苦用心，激励自己做得更好。而身为父母
也应理性反思，当孩子对自己的冷面孔已感
觉“扫兴”，那就应该主动改变并与儿女好好
沟通，在宽严相济中让子女“不用扬鞭自奋
蹄”，这才能变扫兴为助兴，让家庭其乐
融融。

@创业：面对“扫兴式父母”，家长与孩
子都需要进行反思。家长要明白，孩子的每
一次尝试和表达，都是他们与世界互动的方
式，是他们独立思考和建立自我认同的过
程，“扫兴式父母”会影响到孩子的自我成
长。与此同时，孩子也应该尽可能理解父母
的良苦用心，学会坦然接受一些建设性的批
评。如此，父母与子女才能在互促互进中共
同成长。

@仙水忍：每个孩子都需要得到父母
的反馈，但父母如何合理去运用奖励和批评
的方式，显得非常重要。父辈和孩子之间存
在天然的代沟，彼此的思维方式存在较大差
别，让父母完全意识到自己的不恰当做法有
些困难，但孩子可以尝试与父母建立适当的
生活边界，父母也会逐渐理解孩子的成长与
变化，家庭和谐需要双方的相互理解和共同
努力。

下期话题

近日，在电商直播间里带动用户下单的
带货控场“气氛组”登上热搜，被网友称为

“电商捧哏”，他们营造出直播间人流涌动的
氛围，并搭帮吆喝卖货。有人认为，这是行业
细分更加专业化的表现；也有人认为，这些
都是套路满满的设计。对此，您怎么看？下期
茶座，邀您聊聊“电商捧哏”这个话题，您可
在“温陵茶座”新浪微博留言，也可加入QQ
群299935398参与讨论。

扫兴式父母
□本期主持：周培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