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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变身“景区直通车”，
是双赢的奔赴
郭元鹏

高铁一次性座椅套卖爆了？
公共卫生安全当从我做起
丁家发

漫画 严勇杰

快递收费“向上取整”该整治了

当收寄快递成为越来越多人生活习惯时，快递费用却悄悄的“背刺”起了
消费者。有媒体报道，一个2.7公斤的包裹，在多家快递公司手中，重量会“神
奇”地变成3公斤甚至4公斤。这多出来的“空气重量”最终却需要消费者买
单。 7月22日《新京报》

“沉迷刷手机”这股风，已经从青
少年群体刮进了老年群体。记者从
我市多家医院眼科门诊了解到，这几
年，因为刷手机导致眼疾发作的老年
患者明显增多，青光眼、干眼症、黄斑
变性等是常见眼病。眼科专家提醒，
老年人并非完全不能看手机，而是看
手机时要注意科学防护。

7月23日《宁波晚报》

随着智能手机日益普及，“低头族”
早已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属。越来越多
的老年人沉迷于打游戏、短视频，几乎

“机不离手”，也因此引发眼病高发。
表面看，是视力问题“亮红灯”，

深层看，则是老年人精神世界的空
虚、社交联系的缺失、日常生活的单
一，让手机成为他们逃离孤独的“虚
拟港湾”。要解决老年人沉迷手机的
问题，不能仅靠劝说，更要看到“刷手
机”背后的情感缺口与社会责任。

在很多人印象中，老年人“退休
安享晚年”，有子女照料、生活安稳。
然而现实是，随着城市化节奏加快、
家庭结构变化，不少老年人处于“空
巢”或“独居”状态，缺乏有效陪伴与
精神寄托。在身体健康尚可、信息获
取能力不弱的前提下，他们开始借助
手机打发时间、缓解寂寞，这既是一

种被动选择，也是一种主动寻找。
针对老年人“机不离手”的现象，

不能简单地以“健康劝阻”了事，更不
能以“管控思维”强行干预。要在理
解背后的情感需求与精神焦虑基础
上，给他们提供更丰富、更有温度的
生活替代选项。

家庭是第一道防线，子女应主动
加强情感联结，多与父母聊天、出行、
游戏等，共享有意义的亲情陪伴；社
区是重要支撑点，要因地制宜组织适
合老年人的文体活动、兴趣课程、志
愿项目，拓宽现实社交半径，减少对
虚拟娱乐的依赖。

此外，也应鼓励社会各界发挥专业
力量。如医院、养老服务中心可定期开
展“手机健康使用”科普讲座；老年大学
等平台可开设“数字素养”课程，教会他
们更健康、安全地使用手机。

随着“银发族”群体日益壮大，智
能化服务无疑是提升生活质量的重
要抓手，但也应与适老化改造并行。
手机界面设计、软件功能、系统提醒
等，应更多考虑老年用户的使用习惯
和视力特点。例如，手机厂商可推出

“护眼模式”，设置合理使用提醒，提
供专属“银发桌面”；视频平台可限制
老年账号连续播放时间，引导形成良
好使用习惯。

19.9元游杭州西湖，39.9元游嘉
兴南湖，59元游苏州拙政园，近段时
间，实惠的“景区直通车”惠民班线，
受到了市民游客的追捧。记者从宁
波公运集团了解到，7月26日起，又
有2条全新“景区直通车”上线，分别
开往绍兴和江苏无锡。

7月23日《宁波晚报》

19.9 元直达西湖，39.9 元畅游南
湖，59元打卡拙政园——当公交车摇
身一变成为“景区直通车”，这张实惠
的车票不仅连接了城市与景区，更架
起了民生便利与文旅活力的双赢桥
梁。宁波新增两条“景区直通车”，看
似是交通线路的简单延伸，实则是对

“交通+旅游”融合发展的生动探索，
为公共服务与产业升级的协同提供
了有益范本。

一张车票，两种价值的叠加。“景
区直通车”的魅力，首先在于对“性价
比”的精准拿捏。对游客而言，相比
自驾的油费过路费、打车的高额支
出，几十元的票价堪称“白菜价”，且
省去了找停车位、规划路线的麻烦，
让出游更轻松；对城市来说，“景区直
通车”的上线，既能覆盖公交的基础
成本，又能以“惠民”姿态吸引客流，
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

更 深 层 的 价 值 在 于“ 流 量 激
活”。杭州西湖、嘉兴南湖、苏州拙政

园都是长三角的文旅名片，但过去
“景区虽近，交通犯难”的问题，往往
让潜在游客望而却步。“直通车”的开
通，相当于为这些景区打开了“直达
通道”，宁波的游客能更便捷地走进
周边城市，周边的游客也可能循着线
路反向来到宁波，这种双向流动的

“蝴蝶效应”，正是区域文旅一体化最
需要的动能。

“景区直通车”本质上是对公共
交通功能的拓展与延伸。传统公交
多聚焦于城市内部通勤，而“景区直
通车”则是将服务半径延伸至跨城旅
游，让公共交通从“满足基本出行”升
级为“创造美好生活”的载体。这种
转变背后，是对市民需求的敏锐捕捉
——随着周边游、短途游成为主流，
人们需要更经济、更省心的出行选
择，而公交系统的介入，恰好填补了
市场空白。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模式易于复
制、便于推广。当“景区直通车”织成
覆盖长三角的密集网络，区域内的文
旅资源就能真正实现“互联互通”。

一张小小的车票，承载的是游客
的期待，也是城市的智慧。“景区直通
车”的故事证明，只要把民生需求与
发展机遇结合起来，就能走出一条互
利共赢的新路。期待这样的“双向奔
赴”越来越多，让公共服务更贴心，让
旅途风景更动人。

夏天到了，高铁一次性座椅套卖
爆了？近日，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
发帖称，看到有同车厢乘客把脚搭在
小桌板上，拖鞋直接踩高铁座椅以及
现场抠脚等不卫生的行为。也有网
友发帖称，暑期气温较高，发现列车
上有不少乘客自带一次性座套，怕被
传染皮肤病等。7月21日，记者致
电上海、北京、广州、西安、武汉等多
地12306客服。对于车厢内不文明
行为，前述铁路工作人员称，会以文
明劝导为主，暂无强制惩处措施。

7月22日澎湃新闻

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有店铺单
月销量突破21.7万件一次性座椅套，
多数店铺销售额稳定在3万至6万件
之间，更有超 8000 用户将产品加入
购物车。一次性座椅套卖爆的背后，
既有个人卫生的需求，更多的是乘客
对车厢公共卫生安全的集体焦虑。
面对脚搭小桌板、脱鞋抠脚等不文明
行为，高铁车厢及座椅的卫生状况，
不得不令人产生疑虑，担心被传染各
类疾病。而乘客自带一次性座套进

行防护，无论有多大的作用，自然是
花钱买安心的一种选择。

笔者认为，面对高铁车厢内不文
明行为，除了劝阻外不能束手无策。
铁路部门应联手公安部门探索相关
制约机制，比如，对多次劝阻仍拒不
改正的，可以参照扰乱公共秩序处以
警告、罚款甚至治安拘留等处罚，从
而起到警示教育和震慑作用；对乘客
一些严重的不文明行为记录在案，并
列为重点监控乘客，在购票权益方面
予以一定限制等。同时，可以通过广
播、车厢海报等方式，向乘客宣传公
共卫生知识及防护措施，提醒乘客不
要做出损害公共卫生的不文明行
为。此外，公示消毒时间、频次等信
息；加大保洁巡检，及时清理垃圾、更
换受污染的座椅套，以消除乘客的公
共卫生焦虑。

总之，公共卫生安全无小事。广
大乘客也要增强公共卫生安全意识，
从我做起，自觉呵护高铁车厢等公共
卫生，杜绝一些不文明行为，让干净、
整洁的乘车环境，给旅途增添愉悦的
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