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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由省文旅厅牵头推出的“为人
民绽放”梅花奖演员演出季正如火如荼地
进行。其中，省实验闽剧院推出的闽剧《生
命》，讲述了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一支由 50
名怀孕女军人组成的特殊队伍，冲破敌人
的围追堵截，历经重重艰难险阻，在战火
中 生 下 50 个 与 共 和 国 同 龄 的 孩 子 的 故
事，体现了个体生命的尊严和新生国家对
生命的尊重。有观众感慨地说：“像这样的
戏 更 应 该 推 广 ，让 更 多 人 了 解 这 样 的 闽
剧，了解闽剧有这么一出紧扣时代的优秀
剧目。”

戏曲，兴于教化、成于教化、盛于教化。
在我国，古代的戏台都高于观众，称为高台
教化，意在传递真善美的高于民众意识的
文艺作品，有教化的作用。此外，我国戏曲
惯以“公忠者雕以正貌、奸佞者刻以丑行”，
以形象美丑臧否人格高劣，由此将善恶喜
厌根植百姓心间。清代李调元更将戏曲的
功能与《诗经》相比：“今举贤奸忠佞、理乱
兴亡，搬演于笙歌鼓吹之场，男男妇妇、善
善恶恶，使人触目而惩戒生焉，岂不亦可
兴、可观、可群、可怨乎？”

戏曲的特点是将现实生活高度浓缩，
用艺术真实刻画人性，最终观照现实。当
一切皆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艺术
表现，让百姓大声叫好之余，那些正义永
不缺席、善良永不过时的终极关怀抚慰着
百姓的心灵深处，不由得让他们反思善恶

因循之理、存世立身之道。不少观众对此
深有体会。省文旅厅艺术处处长陈吟就曾
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次，京剧《清风
亭》演出散场之时，坐在她周围的一名约 6
岁的小男孩哭着对妈妈说：“妈妈，我长大
后 一 定 要 好 好 照 顾 你 ，一 定 要 好 好 孝 顺
你！”而《清风亭》讲的正是一对夫妇的养
子中了状元之后，不认养父母，最终被雷
殛的故事。

这样的教化效果看似水到渠成，其实
并非得来全不费功夫。省戏剧家协会主席
吴新斌曾经评价我省“二度梅”曾静萍：“她
将自身的历史、文化、戏曲、剧种、人生、心
灵感受抑或天地大化与利用、化用程式结
合起来，从而将其巧妙地化入角色之中。”
他也曾评价我省著名剧作家郑怀兴：“他的
作品……总体上偏多于一种大气、大义、正

气、浩气、荡气回肠的东西。”
一位著名演员曾经说过，很多她人生

中想不通的问题，往往通过饰演的角色找
到了答案。那些戏剧艺术工作者正是用生
命的百转千回蹚出了艺术之路。年少成名、
几度问鼎、名缰利锁……那些工作和生活
中实实在在的考验锤炼着他们的人格，也
成就了他们璀璨的艺术生命。不经一番寒
彻骨，怎么烛照他人的人生？

字字是珠，句句是玑，唱念做打之间无
一不是灵魂之思、终极之问，这才是戏曲之
大仁。莽莽历史、浩浩山河、巍巍人心，那些
被记住的、被留下的、被流传的，一定是烛
照过文明的春秋大义。重视戏曲的成风化
人功能，成全的不只是观赏者，成就的不只
是创作者，它也是在为源远流长的戏曲正
本清源、把脉问诊、续脉添香。

在唱念做打间成风化人
□陈尹荔

今年以来，龙岩市城管局把“如何规范
外摆经济，助推全市经济发展”作为一项调
研课题，聚焦消费领域小店小摊、即时零售
等经济形态，努力打造以基本商业服务为
主体、设摊经营为补充的服务格局。根据中
心城区商业服务网点布局和市民实际需
求，该局提出并推行结合时令节气、地域文
化、民俗文化等因素的特色外摆方案，因地
制宜适度设置外摆摊位。截至目前，中心城
区累计设置早餐摊点、西瓜摊点、蔬菜摊点
等 311个。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把外摆摊位与城
市文明视同一对矛盾。因而，摆摊商贩与城
管人员说不上势不两立，也很难融洽相处。

退休前，笔者在某市委机关工作，虽然单位
职能与城市管理毫不沾边，却不止一次参
与市容整治活动——为了推进城市文明建
设，在临近上级考评时，除了职能部门加大
巡查执法力度，持续对占道经营、乱摆乱卖
等影响市容市貌乱象进行整治外，其他机
关单位也要抽调人员配合巡查，戴上红袖
章，走上闹市区，对街头巷尾随意外摆的摊
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毋庸讳言，不规范的城市外摆是影响
市容环境的重要因素，容易造成城市环境
脏乱差，也存在各种隐患。但外摆经济也有
其独特的优势，默默然中发挥着积极的作
用。2020 年初开始，居民生活受到不同程度

影响。直观的表现是，店铺经济遭受重压，
而相对于经营成本高、前期投入大的行业，
那些成本低、风险低的外摆摊位，没有高昂
的租金、物业、卫生水电等费用，采用了低
成本的经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
业压力、方便了市民生活。

规 范 外 摆 ，一 举 两 得 。其 一 ，城 市 多
了烟火气。一座城市好比一个家，看不到
商贩，环境自然整洁些，但烟火气却大打
折 扣 。笔 者 住 地 附 近 ，便 是 商 业 圈 。夏 日
里 ，摊 位 前 ，人 头 攒 动 ，肥 美 可 口 的 烤 生
蚝、滋滋作响的铁板鱿鱼、香气扑鼻的炭
烤 猪 蹄 、风 味 独 特 的 臭 豆 腐 …… 各 色 美
食引人垂涎，摊主们忙得不亦乐乎，市民

和 游 客 吃 得 津 津 有 味 ，折 射 出 浓 浓 的 烟
火气。其二，市民消费更便利。一年四季，
长年累月，街头规范有序的摊位，呈现出
一 派 繁 忙 而 有 序 的 景 象 ，摊 主 们 用 心 摆
放 、种 类 繁 多 的 商 品 ，吸 引 过 客 的 眼 球 ，
增强消费的欲望，方便市民的需求。如同
停 车 场 一 样 ，不 论 面 积 大 小 ，只 要 画 上

“ 格 子 ”，各 类 车 辆 都 会 自 觉 停 在“ 格 子 ”
里 ，而 不 会 随 心 所 欲 ，横 七 竖 八 ，乱 停 乱
放 。街 头 外 摆 也 一 样 ，不 是 不 能 摆 ，而 是
要规范。倘若能像龙岩市那样，开展可行
性调研，提出建设性意见，既能规范外摆
经济，又能助推经济发展，还能提升城市
活力，值得探索尝试。

规范特色外摆摆出温情与活力
□张桂辉

评评屏屏山山时时

最近，东山县人民法院审理的“谢某
川、谢某城非法捕捞水产品案”，被最高院
收录为 2022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
型案例。在这起案件中，各被告人涉嫌在
2021 年禁渔期非法捕捞水产品，诉讼过程
中，谢某川、谢某城自愿购买鱼苗用于增殖
放流，谢某城自愿签订《关于“认领一片海”
净滩护海公益活动协作协议》。东山县人民
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谢某川有期徒刑一
年，被告人谢某城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
年，追缴谢某川违法所得1万元。

该案最大亮点在于对增殖放流、签署
公益活动协作协议等非刑罚措施的积极运
用。传统的自由刑通常是基于一种报应的
考量，在环境犯罪领域并无益于对已发生

的生态破坏的修复。在该案中，法院通过向
被告人发出全国首批净滩护海令的方式，
实现被告人从非法捕捞者向净滩护海员转
变。这些举措对生态恢复有着切实的帮助，
并且有利于刑法预防机能的实现，实际上
是恢复性司法在环境犯罪中的运用。

恢复性司法源于上世纪 60年代开始的
一项刑事司法改革运动。这一改革旨在恢复
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和社区造成的损害，后来
随着环境刑法的发展，相关理念被应用于环
境刑事司法实践——环境恢复性措施。一方
面，重视对受损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的修
复；另一方面，有利于督促犯罪人认识到其
行为的危害性并主动承担环境修复责任。由
此，恢复性司法在环境犯罪领域的应用，兼

顾了刑法的报应与预防机能的考量。
恢复性司法反映出，我国环境刑事司

法实践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整体主
义转变。纵观环境犯罪立法发展，以往立法
大多反映立法者以人类利益为中心、附带
保护环境利益的立法理念。这恰恰是“一切
从人的利益出发”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与环境的主要矛
盾开始从物资供应不足转向人类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环境刑法法益观也开始发生转
变。《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污染环境罪”
的修改，从结果犯变为危险犯，以是否“严
重污染环境”为构罪标准，反映了立法者开
始承认并重视环境本身在刑法中的独立价
值，开启了环境法益独立化的进程。《刑法

修正案（十一）》对该罪增设升格刑则是进
一步强调了对环境法益的重视。这些都反
映了一种生态人本主义的法益观，即当环
境要素作为人类的基本生活基础而发挥机
能时，应当认可其作为独立的生态法益而
获得刑法保护。

概而言之，该案中恢复性司法实践，
是对生态人本主义法益观的进一步强调，
对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修复具有明
显效果。以此类非刑罚措施置换自由刑的
传统刑罚措施，在降低刑事执行成本并提
高环境效益的同时，并不会过分损害刑法
报应机能的实现，还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一
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功能，值得各地法院
借鉴。

从司法实践看环境刑法法益观之变
□汤梓怀

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一线观察

★ 评 点 新 闻 ★ 评 点 新 闻 ★ 评 点 新 闻

洒水车在下雨天冲洗道路，这种场景
在缺水成为公共问题的当下，显得有些违
和。为此，不少群众质疑这是不是多此一举
的资源浪费？

其实，雨后冲洗道路并非浪费。一方
面，大雨过后路面会有大量的树枝、树叶，
道路边线和低洼处积存大量沙土及各类杂
物，需要先用清洗车或洒水车将其冲到路
边，再由清扫车和环卫工人清扫干净。另一
方面，平常被压实积存的尘土和污迹等经
过雨水浸泡冲刷，会逐步变软脱离路面，安
排开展机械化冲洗作业，更易于提升保洁
质量。此外，下水道的污水若是渗透出来，

会散发出臭气，也需要通过冲洗来清污除
臭。

当然，这些原因相关部门不解释和说
明，公众自然就无以洞悉其内情，只能从常
识上去判断，凭主观臆断去推论，结果自然
会失之偏颇。消除质疑和进行认知纠偏，并
达成广泛共识，终归要开展专业知识普及，
让公众对雨后冲洗道路的原因有更多了
解，并结合公众诉求和需要，对相应的工作
进行优化。道路冲洗保洁属于公众服务，相
关部门应该及时回应公众关切，采取各种
措施广而告之，比如开展生动有趣的科普
行动，为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营造良好的
环境。

雨后冲洗道路的原因需广而告之
□堂吉伟

最近，高铁站候车厅被共享按摩椅“蚕
食”的话题受到广泛关注，引来网友纷纷吐
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对相关站点进
行了通报批评，并要求各地火车站举一反
三，合理布设多功能候车座椅，其数量不得
超过全部候车座椅的20%。

按理说，车站提供场地，商家配备设
施，双方共同丰富消费场景，同时满足一些
旅客的需求，这本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
但候车厅空间是有限的，共享按摩椅投放
过多，普通座椅不可避免地就少了。对于旅
客来说，候车时有个座、歇会脚才是刚性需
求，按摩则属于有最好、没有也不影响的配

套服务。当过量的收费共享按摩椅挤占了
免费普通座椅的空间，旅客一坐上去就反
复播放“扫码付费”的语音提醒，会令人产
生强制消费的不适感，遑论存在卡头发、虫
子爬等安全隐患与卫生问题。

众所周知，火车站是公共场所而非商
业场所。这一次，铁路部门为座椅数量划出
不超过 20%的红线，保障了公共场所的公
共属性。车站应确保按摩座椅经营规范，最
大限度为旅客候车提供普惠性和差异化优
质服务。运营方更要有用户视角，与其无序
投放，不如定期维护、保障卫生，回到用户
体验、产品口碑上来。如此，才能避免成为

“万人嫌”，导致被市场淘汰。

共享按摩椅如何避免惹人嫌
□舒杰

近日，中央网信办开展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有害内容隐形变
异、网络欺凌、隔空猥亵、网络诈骗、不良内容、网络沉迷、新技术新应用风险问题。数字
时代，网络成为未成年人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但不良信息接触、网络沉迷成瘾、个人隐
私泄露等风险也如影随形。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只有多方共
治、久久为功，才能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为孩子健康上网保驾护航。

王铎 文/图

为孩子健康上网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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遛一条老街、访一口老井、观一座老宅……继快节奏、高强度
的特种兵式旅游后，沉浸式、慢节拍的 Citywalk（城市漫步）在这个
夏天火了。这种目的性不强、随性探索的城市漫步方式，正在年轻
人之间流行开来，成为不少人重新认识城市、解锁消费新场景的一
种途径。

Citywalk是一种起源于英国的城市旅游形式，指几个人在专
业领队的带领下，以徒步的方式，探寻街市巷陌，了解城市的历史、
地理、人文，从而感知一座城市的风貌与底蕴。与传统意义上的打
卡游不同，城市漫步赋予更多独特意味，人们不再行色匆匆、走马
观花。他们于漫步中深入市井巷陌的角角落落，探寻各个城市间不
一样的历史内涵、变化更新和生活方式，解锁城市与众不同的魅力
和文化。这恰恰是最吸引人之处。

《2023旅游调研报告》显示，在躺平式旅游、就地旅游、跟老年
团旅游、特种兵式旅游等几种新型旅游方式中，82%的人选择了走
街串巷的 Citywalk，在漫步中了解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历史与文
化、时尚与创新。以福州为例，从三坊七巷到上下杭，从林则徐纪念
馆到烟台山公园，从森林公园到城市森林步道“福道”，一路走来，
触摸城市肌理、品味城市文化，感受城市生活与绿水青山和谐相
融，一个充满历史印记的古福州、时尚动感的新福州、清新雅致的
有福之州生动展示于世人面前，让漫步者身在其中、沉浸其中。

Citywalk兴起流行，具有多重现实意义。它不仅是一种新型旅
行方式，也恰恰是人与城市的一场深层互动。于个人而言，浸润于
城市的市井烟火，既能感受本地人的各色生活，又能深度理解一个
城市，扩大眼界、增加见识、找到更强的归宿感，这无疑是巨大的精
神滋养。城市漫步让更多人慢下来、静下来，感受它的独特之美，最
终把自己同周边的环境串联起来，让自己在回归朴素的生活中实
现思想境界的升华。

何以漫步？以何漫步？看似寻常的问题，恰是对城市发展的考
量。当千篇一律的景色难以吸引漫步者的目光时，舒适的环境，有
文化底蕴、悠闲气息、生活美学的漫步空间，精细有序的城市管理
体系，都对未来城市的建设和管理提出了要求。保留文化特色、市
井气息，更新活力街区，打造一个人城和谐的城市，人们才能通过
徒步旅行打开城中的“诗与远方”。

当然，Citywalk的流行，也是文旅融合的升级，能进一步促进
消费。每一种大众化的消费方式流行，背后都有深层的需求等待挖
掘，只有正视它的人才能找到其中的机会。做好“漫消费”，找准营
销的渠道，让有地域特色的产业随之发展，对未来城市发展提出了
新考题。

Citywalk是了解一座城市的最佳方式。城市漫步让人们与城
市深层次互动，既看到城市的风景，也感受到城中的宜居生活。打造
更便利的“漫步场景”，更精细化的城市治理，更耐品的城市品牌……
让城市更宜居、更温情，让城市漫步更加诗意盎然，城市高质量发
展也将获得更强劲的动能。

读懂Citywalk的
多重意义
□包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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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演员马天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提醒前往北京三里屯的
女生们小心，因为穿短裤就有可能会被偷拍。对此，三里屯工作人
员回应称，他们会对街拍的人进行驱逐，但由于拍照的人较多，很
难杜绝这种行为。如果个人感到困扰，可以选择报警。

街拍是网络时代常见的现象，但常见并不代表合理。正常的街
拍本应是摄影者和模特在公共场所合作进行的摄影创作。然而，现
在网络上所谓的街拍照片，大部分都来自偷拍。网络信息浩如烟
海，被偷拍者也很难知道自己的照片被挂到网上供人评头品足。

未经当事人同意进行拍摄，容易引起纠纷。前不久，一名男子在
成都某景区拍摄外国女性游客，被对方抗议，引发关注。不少人认
为，外国女游客采取不文明的方式抗议有些过激，但男子不经人同
意就拍摄对方照片，才是引发冲突的根本原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
有些人根本没有意识到随意拍摄别人是不礼貌乃至违法的行为，以
至于有的人拍摄别人被制止时，还以“穿得少不就是给人看”“拍你
是看得起你”等理由反驳。类似的观念不改，街拍乱象就难以杜绝。

街上偷拍盛行，最受伤的就是被偷拍者。从以往的情况来看，
少数偷拍者为了赢得更多关注，往往会故意盯着被偷拍者的敏感
部位拍摄。原本正常的衣着打扮在故意选取角度构图拍摄后，容易
被丑化。这些偷拍的照片在网络上泛滥，为偷拍者带来了巨大的利
益，却污名化了女性，负面效果不容小觑。

面对日益猖獗的偷拍现象，越来越多的女性敢于站出来说
“不”。但毋庸讳言，街头偷拍短时期内还是很难根治，最根本的原
因就是发现难、维权难。手机的出现，让偷拍变得轻而易举，被偷拍
者即使怀疑自己被偷拍，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也很难有进一步的
举措。即便维权，通常也只能是警告一番，要求对方删除照片了事。
这对于偷拍者而言，毫无震慑力。

不让街拍变异成偷拍，监管需要更进一步。公众的群体认知是
遏制不文明现象的基础。遏制非法街拍现象，首先要在全社会倡导
正确的社会导向和价值观，通过持之以恒的宣传，帮助更多的人认
识到街拍的侵权风险和法律争议，铲除街拍法不责众的土壤。平台
是偷拍泛滥最主要的推手。平台上发布的偷拍图片可以为平台带
来巨大流量，因此对于擦边的偷拍图片，不少平台往往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对于此类现象，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管理机制，督促平
台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加大对纵容偷拍行为的惩处力度。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文明观念的进步通
常不能一蹴而就，但只要全社会持之以恒努力，一起抵制偷拍现
象，就能建设更加风清气正的网络世界。

不能任由
街拍变偷拍
□黄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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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9 日是第六个中国医师节。今年的医师节注定与往年
不一样——7 月以来，被称为史上最强的反腐风暴席卷整个医
药行业，各地“医蠹”应声落马，眼下反腐还在继续深入。医药领
域反腐值得期待、十分必要，但别戴上有色眼镜看待整个行业，
特别是医生群体，否则反而不利于反腐向深处推进。这也对医药
领域反腐提出了更高要求，不能仅有运动式反腐，还要深化医疗
体制改革，完善相关制度和监管机制，重新调整资源分配格局，
激浊扬清，帮助医疗行业从业人员守牢职业初心。

——浙江日报

除病树别看衰整片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