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锐评

A152024年8月29日 星期四 责编/高凯 叶飞 审读/刘云祥 美编/周斌

三江热议

街谈巷议

分时段开放送餐，“外卖难题”的解题之道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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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有话

多渠道破解就医“停车难”
凌波

图说世相

儿童电话手表危中有“机”，禁不如疏
王学进

“原先环球城公寓的外卖都只
允许放在大门口的外卖柜里，现在
能直接送上楼了，还能多赚几个好
评！”8月27日中午，在宁波市鄞州
区首南街道锦悦湾社区环球城公
寓，外卖小哥潘渝拎着一份快餐正
准备上楼。最近，“外卖能否上楼”
的话题备受关注。锦悦湾社区巧妙
化解矛盾，实施了“分时段开放送
餐”的举措，为外卖小哥打通送餐

“最后100米”。
8月28日《宁波晚报》

在现代都市的住宅设计中，出
于安全以及管理的便捷性考虑，大
多数公寓、小区不允许外卖直接送
上楼，这样的管理方式在带来安全
性的同时，也使得消费者在取外卖
时面临不便，尤其是对于那些行动
不便或忙碌到无法下楼的居民来
说。因此，“外卖能否上楼”成为了
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话题。

锦悦湾社区面对这一问题，采
取了“分时段开放送餐”的策略。
这一策略的核心理念在于通过科
学的管理和人性化的服务，寻找安
全和便利之间的平衡点。“分时段
配送”具体来说，每日6:30至20:00，
外卖小哥可送餐到家，外卖员进小
区时，保安会给他一张临时门禁
卡，方便进楼道送餐，出小区时需
归还保安。而在非配送时间段（即

20:00 至次日 6:30），外卖则统一放
置在小区门口的储存柜，由物业接
力，统一安排保安上楼送达。这一
方案既为外卖小哥提供送餐的绿
色通道，也保障了小区秩序，居民
都很赞成。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
易见的：一方面，它保证了小区的
安全和秩序，另一方面，它也大大
方便了居民和送餐员。

实施“分时段开放送餐”后，社
区的“外卖难题”得到了有效缓解。
首先，这一举措大大提高了消费者的
满意度。由于外卖可以直接送上楼，
消费者无需再费力下楼取餐，这不仅
节省了消费者取餐的时间，也使得他
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受到了社区
的温暖和关怀。其次，对于送餐员来
说，分时段的送餐也使得他们的工作
更加高效和轻松。

“分时段开放送餐”，不仅仅是
一种简单的措施调整，更是对社区
管理和服务理念的一次革新。它
体现了社区管理者对居民生活需
求的关注和对服务质量的追求。
通过科学的管理和人性化的服
务，不仅可以解决“外卖难题”，还
可以为居民创造一个更加便捷、
舒适的生活环境。

综上所述，“分时段开放送餐”
是一种智慧的解题策略，它为我们
解决“外卖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和方法。

随着儿童电话手表功能越来越
强大，从当初简单的定位、接打电
话，发展到如今的拍照、聊天、视频
通话、发朋友圈、玩游戏……引发家
长和老师担忧。记者获悉，为了不
让学生被这些电子产品影响学业，
宁波多数幼儿园、学校禁止戴电话
手表入校。 8月27日《宁波晚报》

在不久前的一次朋友聚餐中，
我第一次见识了儿童电话手表的强
大功能。朋友孩子正读小学五年
级，手腕上戴着一款比较高档的电
话手表，用餐当中，他时不时地在用
电话手表发信息、聊天、搜索作业答
案，我好奇地问了他几个问题，答复
是都能靠电话手表搞定，真是一机
在手，包打天下。

儿童电话手机的功能堪比成人
智能手机，其在为儿童生活、学习、
娱乐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确实给家
庭和学校带来了诸多困扰和难题，
其突出表现是：影响视力、影响学
业，存在泄露隐私风险，交友不慎还
会上当受骗，用“危机四伏”来形容
也不为过。为便于管理，宁波多数
幼儿园、学校禁止戴电话手表入校，
对此，我表示理解。问题是，在数字
时代，孩子生来就是“数字原住民”，
就像禁止学生使用智能手机难以办
到一样，禁止儿童使用电话手机也
殊为不易。

《2022-2027年中国儿童智能手
表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研
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5岁至12岁
的儿童数量约为1.7亿人，儿童智能

手表的市场普及率约为30%，3个孩
子当中就有 1 个孩子拥有电话手
表。这是既定事实。将近6000万的
孩子在使用电话手表，而且这一数
字还在不断增长，单靠学校一纸禁
令，是不可能让儿童远离电话手表
的，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由此带来的
一系列问题。

作为家长和老师，需要理性地
分析儿童热衷戴电话手表的原因。
儿童与大人一样，有交友的需要，有
社交的愿望，有娱乐的欲望，当然还
有求知的渴望，而功能日益强大的
电话手表恰恰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这就像不少大人也离不开智能手机
一样，儿童也需要用电话手表满足
各种各样的需要，做大人的要从儿
童视角来看待电话手表的使用及由
此带来的问题。

不要把电话手表视为洪水猛
兽，在正视它的危机的同时，也要认
清它的便利和优势。我注意到，《宁
波晚报》近日报道的，象山8岁男孩

“教科书式”报火警时用的就是电话
手表。所以说，对电话手表不能一禁
了之，而是要化危为“机”，家校协同，
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网络使用观念，
培养他们的自控能力和辨别能力，劝
导孩子不要购买“全能”手表，同时，
要引导孩子正确使用手表功能，多利
用有助于学习的功能，少用或不用无
关紧要的功能，远离不良信息的干
扰。家长要善于运用手表的家长端
监控功能，严格管控孩子的电话手表
娱乐软件的安装与使用时长，软硬兼
施，尽量减少手表的不良影响。

近日，位于鄞州二院东门前河
北路沿线，打造了一条“暖心健康
路”，沿途设置了导医、休憩、临停
等功能，这是鄞州区首条建在综合
性医院门口的“暖心健康路”。

8月27日《鄞州日报》

医院停车难、周边道路拥堵一
直是民生痛点难点。大医院大多在
中心城区，院区寸土寸金，车位十分
有限，蜂拥而至的患者和家属，让就
医的“最后一公里”，变得苦不堪言。

缓解就诊“交通堵”“停车难”
和“看病难”一样，都是政府、医院
和相关部门应当重视和解决的民
生问题。为提升市民就医体验，鄞
州打造了园丁社区卫生服务站、周
宿渡社区卫生服务站、宁波市眼科
医院等6条“暖心健康路”，让市民
直呼暖心。

应该看到，一些医院也在“螺
蛳壳里做道场”，比如挖潜增加车
位，引导职工在院外停车，“让位”
于患者……凡此种种，让人看到了
医院方面的努力，感受到了医院以

人为本，换位思考的担当。
此外，到医院看病，应该提倡

公共交通出行。无论乘地铁还是
坐公交车，都比开私家车方便。对
这部分可以绿色出行的患者来说，
几天前开通的宁波大学附属人民
医院的便民线，就是一个福音。

对一些行动不便的患者，特别
是老年人来说，到医院看病还是离
不了私家车、出租车，如何解决就
医的“最后一公里”？也不是没有
办法，比如鄞州二院，针对大门口
交通拥堵问题，相关部门在医院门
诊、急诊等出入口附近，设置了出
租车等候点、机动车临停区等，方
便群众的就医接送。所以，针对不
同出行方式的患者，要对症下药，
多方施策，才能真正做到便民。

从根本上解决医院停车难、
周边道路拥堵问题，是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关键在于能
否科学引导就诊人群实现分流。
通过分级诊疗和分类诊治，尽可
能实现患者分流，这才是解决问
题的最终出路。

8月26日，一位博主发布视频称，山西
省大同市云冈区一家刀削面馆存在“阴阳
菜单”行为，本地人和外地人价格不同。
云冈区市场监管局核查发现问题属实，责
令该面馆停业整顿，并对其立案调查。

8月27日央视新闻

于法不容的
“阴阳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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