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场所理应尊重他人的“安静权”
□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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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约10亿人一年坐不了一次飞机
中国潜力很大

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民航运输大国，2018

年，共有 6.1 亿人次乘坐中国民航航班出行。

然而，对比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粗略估计，仍

有约 10 亿人在过去一年没有乘坐过飞机。这

将是一个极具想象力的市场。出境游多数游

客来自一线及准一线城市，市场梯度差异大，

增长空间还很足。 @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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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建辉

办公大厅有异味，防护口罩先别急着摘

时事乱炖
整治城市广告灯光
更需探索标准规范

热点冷评

□ 木须虫

微声音

你常点的4种菜
上了营养专家的黑名单

4种“高能菜”最好少吃：1.“水煮”类菜肴：

这类菜需要大量油，常吃容易能量超标，增加

肥胖危险。2.“干锅”类菜肴：长时间加热导致

糊锅，易产生致癌物质；含盐量较高，吃多了容

易增加高血压风险。3.“干煸”类菜肴：大部分

餐馆都为省事，直接油炸。除脂肪含量超标，

很多维生素在油炸过程中会被破坏。4.“咸蛋

黄焗”类菜肴：脂肪超标、维生素损失。

@生命时报

“ 我 觉 得

地铁里面太闹

人了，有些乘

客聊起天来旁

若无人。如果

同路的时间长

一点，家里有

几个孩子、家

人在哪儿上班、一个月多少奖金，基

本全知道了，真有点哭笑不得。”一

市民打来热线。在记者采访中，很

多乘客反映，现在大家都能排队候

车、尊老爱幼，能不能让文明升级，

打造一个安静的乘车环境。（6月20

日《长江日报》）

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涉及到

一个“安静权”的问题。之所以要

对“安静权”加上一个引号，是因为

从法律角度来看，目前还没有这一

公民权利规定，但是从公众内心的

权利诉求来看，越来越多人都希望

自己能够在公共场所享受到必要

的“安静权”，也就是不被他人发出

的过大过高的声音影响和打扰的

权利。

虽然在公共场所打电话、聊天、

听歌、看视频，都是当事人的权利和

自由，但也要学会顾及他人的感

受。比如你在公交车上大声接打电

话的时候，边上的人可能正想休息

一下，你的电话就打扰了别人的休

息；比如你在餐厅内和同伴大声地

聊天，身边的客人可能在低声商量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不得不被你

的声音打扰。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文明水

平，与很多因素有关，比如经济发展

水平；法律法规的约束和引导；良

好、健康的社会风气等。而就拿公

共场所大声喧哗这件事来说，除了

和以上这些因素有关，同时也和百

姓传统的生活习惯、风俗习惯有着

莫大的关系。换句话说，很多人可

能觉得我们历来都是在公共场所大

声说话的，没觉得这和文明有啥关

系。但我们现在所处的毕竟是一个

比之以前更加文明、开放的社会，原

来一些看似和文明无关的行为，现

在则可能就已经被归为不文明的行

列，就需要我们改变原来的言行举

止，以适应新的文明规范和要求。

其实不管是在地铁、公交还是

在餐厅等任何公共场合，当你需要

发出声音的时候，把声音控制在一

个合理的、正常的范围，不对别人带

来打扰、不招致别人的反感，都不是

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反而能够体

现自己的文明与素质，何乐而不为？

你是否也曾经历开车开着开着，视线突然被

街边广告牌“闪”得睁不开；晚上睡觉拉上窗帘，

还是挡不住各种探照灯、霓虹灯的“窥视”……成

都市印发了户外广告招牌及城市景观照明设施

超亮治理方案，要求取得设置审批手续的户外电

子显示屏的，确保22：30前关闭；商家严格遵循一

店一招，同时 LED 灯珠不得裸露在外等等。（6月

20日《成都商报》）

成都制定广告灯光整治方案，将广告灯光的

规范纳入到城市管理的范畴，不仅在成都是第一

次，在国内恐怕也不多见。相类似的只有几年

前，广州市制定《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

对 LED 灯光进行限制。这表明城市广告灯光的

治理与规范，还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成都此举

有一定的示范意义，期待更多城市将这个问题纳

入管理议事日程。

当然，如何治理城市广告灯光也是现实的困

扰。如广州对广告LED灯光进行限制，主要是限

安装角度、限开关时间，作用比较有限。与之对

比，成都的方案限制要更宽泛，包括限数量，一店

允许一个招牌；限使用时间，LED显示屏22：30前

关闭；限光源运用，禁强光灯等。“三限”可以减少

城市广告灯光的设计与使用过滥的问题。这些

做法，也可以给其他城市的治理提供借鉴。

不过，城市广告灯光的管理不能只限于表象

的整治，更需要的恐怕还是科学的控制规范，从

广告灯光制作与运用的源头进行管理，如能耗、

光照强度、光度等具体的约束指标，这些指标直

观便于检测，既有利于制作环节把握，也方便执

法管理者实务运用，同时，也给广告光源的生产

提供依据，丰富类型光源产品的供给，促进城市

节能环保。

城市管理不能只停留在行政单一的层面，科

学化、精细化管理，不能缺少专业的思维与视

野。治理广告灯光乱象，城市管理者有必要加强

与专业研究机构的合作，针对灯光污染的现象进

行科学研究，寻求共性问题防治的对策，最终提

出相应的标准规范。这或许是普适的治本之策。

近 日 ，吉 林 延 边 州 珲 春 市 新

装修过的政务大厅被指“空气刺

鼻”，驻厅单位工作人员纷纷戴口

罩上班。有关政府部门随后发通

知称，经权威部门检测，空气中的

甲醛含量符合国家安全标准，要求

工作人员摘下口罩，树立政务服务

良好形象。（6月20日澎湃新闻）

时至今日，装修污染已经成为

人类健康的重要威胁，也正日益受

到人们的关注。可是由于这方面

缺乏强制标准和严格的验收制度，

在利益驱动之下，常常导致各种劣

质装修材料趁虚而入，室内有害气

体超标的状况十分常见。

就报道中看，虽然官方称检测

指标合格，但是且不说这个检测是

否有效、结果是否准确，至少公众

尚未见到相关检测文件，而就像业

内专家所言，“即便最终所有检测

指标都合格，也不代表室内空气对

人体没有危害。”这是因为无论是

检测技术、范围、手段，还是人们对

有害气体的认知，都是有局限的。

目前仍有上百种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VOC）

无法被准确检测，却

不排除它们对人体存

在潜在的危害。

因 此 ，验 证 室 内

空气质量是否合格，

除 了 看 检 测 数 值 以

外，还不能让人感到

明显异常。“空气质

量 有 两 个 指 标 ，首

先，闻不到让人特别

不舒服的味道；其次，客观指标应

当满足现行的国家标准，严格说

来，这两个指标必须同时满足。”

而工作人员选择戴口罩上班，

说明他们已经明显感到空气中的

异味，甚至已经产生其他不适反

应，谁敢说这个新建大厅的空气质

量没有问题？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主 管 政 务 大

厅工作的相关部门不去想如何减

轻空气中的污染，消除人们的不

适感觉，反而以文件通知形式要

求工作人员不能采取戴口罩等被

动 防 护 措 施 ，声 称 这 是 为 了“ 形

象”，这不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吗？难道员工们的身体健

康就不重要吗？

此外，政务大厅的空气异味很

大程度是装修材料挥发的结果。

那么如果这个大厅的空气质量不

合格，是不是也反映出工程质量可

能不过关、验收也不严格？这也应

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而不是急于

发通知要求员工不戴口罩。

捂着鼻子说话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