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刚刚官宣“入夏”，和天气一样不断

升温的，是杭州路口遮阳棚的关注度。据报

道，杭州有关部门将赶在炎炎夏日的前头，

在前期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全面启动交通路

口遮阳棚安装工作，共确定了 275 个安装

点，预计 5 月底前全部完成。届时，充满杭

州韵味的遮阳棚将再次“上岗”。

民生小事其实不小，一顶遮阳棚关系到

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在烈日下骑行的人都

有体会，骑行时有或大或小的风，但路口停

下来等红灯时暴晒才是“煎熬”。一顶遮阳

棚，是烈日下的最大帮助。

对杭州市民来说，路口的遮阳棚已成为

一道夏日的风景线，虽然只有几平方米大

小，却是很多人记忆中的“夏日清凉”。有人

笑称，在路口安装遮阳棚，是杭州“入夏”的

一个重要仪式，这正说明了市民们对此有了

切切实实的获得感，对它是充满期待的。

遮阳棚这样的“民生小事”看似简单，但

也很难做到“包您满意”。杭州路口遮阳棚，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让老百姓一起来参

与讨论，大家围绕同一个目标来了一场共同

奔赴。据《钱江晚报》报道，今年还没入春，

杭州就早早开始准备了，2 月底杭州有关部

门就公布了安装路口的“初步名单”，并首次

公开征求民意。

提前三个月，是为了留足时间给大家提

意见。看杭州最后确定的安装方案中，提到

“无树木遮荫、非机动车通行量较大、通行宽

度大于3米且无地下管线影响”等几个要点，

这意味着相关部门要对整个杭城的路口逐

一勘察，其中的工作量可想而知。只有脚踏

实地，再配合征集到的市民意见，最终确定的

275个安装点名单才更科学、更接地气。

大气开放的城市需要精细入微的体贴，

这是暖心之举，也是城市的魅力。路口遮阳

棚这样的“小事”体现了杭州的温度，在城市

的钢筋混凝土丛林中，这种温度最为触动心

弦。十多年来，杭州路口的遮阳棚不断“进

化”，从商业运营到政府服务的转变，从喷绘

字体到功能细节的优化，无不是在提升舒适

感、实用性，细微的改进优化都是城市最生

动的民生注脚。

炎炎烈日下，杭州路口遮阳棚提供的是

些许凉意，往来奔波的人们却是心中暖暖。

路口遮阳棚，荫凉慰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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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温泳池近几年在杭州几乎成了高档

小区的标配，舒适的水温、高端的设施设备，

让不少人对恒温泳池充满遐想，也成为开发

商销售的一大卖点。但现实是，交付多年

后，不少小区的恒温泳池竟成了“烫手山

芋”，有的甚至面临关停的窘境。

据报道，杭州每年都会有多个小区的游

泳池陷入“入不敷出”的经营困境，个别甚至

因疏于打理导致蚊蝇滋生，成为讨人嫌的卫

生死角。小区泳池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是

较难实现对外开放导致入不敷出。面对每

年动辄近百万元的运维费用，不少小区只能

选择将泳池外包，但因招商、揽客困难等多

方原因，依旧步履维艰。

杭州“小区泳池困境”在网上有着不小

的热度，不少网友认为小区泳池难以运营，

和开发商盲目追求楼盘一时的卖点而忽略

了长久的“落点”有着不小的关系。正所谓

酒香也怕巷子深，坐落在小区内部的高档恒

温游泳池，即使能够对外开放，除了本小区

居民外，一般很少会有外人知道，更别提光

顾了。没有足够的客流，小区泳池就难免成

为一潭“死水”。

由于地产行业“内卷”，经常会出现相

邻小区内公共设施高度重复的现象——你

造亭台楼阁我就建琼楼玉宇，你挖一片露

天泳区我就开一层恒温泳池。据笔者所

知，在杭州某地段，有三个邻近的小区建了

三个游泳池，不同开发商打造的小区因为

游泳池形成了“一衣带水”的奇景。与此同

时，小区游泳池同时还面临周围商圈的“外

卷”。不少小区周围配套设施丰富，有健身

房游泳池，有的小区在 3 公里范围内光带

游泳池的健身房就开了 5 家。如此一来，

小区游泳池“腹背受敌”，获客空间更加狭

窄。

笔者认为，开发商在打造楼盘时，不妨

多些“前瞻后顾”。一方面，根据周围的现有

配套及未来规划，合理配置小区内部公共设

施，不能为了所谓的“商业价值”而一味堆

砌；另一方面，可以结合毗邻的设施如学校、

医院、大型综合体等来预估小区交付后可能

会入住的人群，来规划符合大部分住户期待

的设施，做到个性化和多元化，而不是眼里

只有游泳池，导致同质化严重。

小区设施建设，多些“前瞻后顾”小区设施建设，多些“前瞻后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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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有媒体报道，义

乌的龚女士前几天在杭州塘栖一家摊位买

了 60 斤枇杷，花了 900 元钱。到家后一称，

只有 40 多斤。龚女士说，她每一篮都称过，

每一篮都少一斤，也就是每 3 斤少 1 斤。随

后，记者实地探访，第一家店五斤多枇杷，实

际 3.54 斤，少了一斤半；第二家 3 斤半，实际

2.52斤，少了一斤左右。

商家在秤上做手脚，搞缺斤少两，是一

个顽疾，只是这次换成了塘栖枇杷。塘栖枇

杷名声在外，但每次塘栖枇杷上新季时，总

会有缺斤少两的销售乱象发生。

此事中，每 3 斤少 1 斤，缺的有点多，如

此赚钱，真的能安心吗？实际上，这无异于

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不要觉得消费者钟爱

塘栖枇杷，就可以浑水摸鱼。再甜的枇杷，

再好的牌子，也经不起如此磨刀霍霍。

新闻中的涉事摊主一句“我们这条街上

都是这样的，今天算我倒霉，钱退给你”，更

是击穿了诚信经营底线，完全是颠倒黑白。

首先，欺诈在前，真正“倒霉”的可不是商家，

而是消费者。再者，用“大家都这样”来为不

良行为找理由，是奇葩逻辑，“从众”不是一

块遮羞布。

有流动摊位的摊主就为何缺斤少两吐

露心声，大意是，他们的枇杷园很远很偏，游

客进不去，只能拉出来卖，枇杷园摘要 35 元

一斤，路边摊 18 块 20 块一斤，且卖不出多

少，还会被砍价，所以不甘心，就会在秤上做

手脚，而且还给出了避免缺斤少两的终极解

决方法：按篮卖，不称重。这合着连上秤机

会都不给，岂不是更加不透明，更容易出现

欺诈行为？

“顾客讲价15 块钱，15 块怎么可能买到

一斤枇杷？自己贪便宜，吃亏还怪商家。”这

代表着一些人对此事的看法。可是，讲价是

公开透明、双方自愿的，是能摆在台面上的

正当行为，而在秤上做手脚，则是欺诈的违

法行为，这堂常识课要补上。这些流动商贩

可以明码标价卖 35 元一斤，没人拦着，但明

面上走薄利多销的路子，暗地里却想把薄利

变厚利，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欺诈行为，不能总靠消费者去倒逼纠

错。再过几天，一年一度的塘栖枇杷节就要

开幕了，如果再不重拳整治，加大监管巡查力

度，依法严惩，那塘栖枇杷的“好人缘”怕是要

被削弱了。是不是可以在卖枇杷的地方放

置公平秤，并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机制呢？

除了“堵”，还要有“疏”。塘栖枇杷缺斤

少两事件频发，也有客观原因，不少农户缺少

畅通的销路，或者现有销路收益过低，于是在

秤上动起了歪脑筋。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

步畅通塘栖枇杷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最大化

保障塘栖枇杷农户的收入，值得当地思考。

枇杷再甜，也不该缺斤少两枇杷再甜，也不该缺斤少两

再甜的枇杷，
再好的牌子，
也 经 不 起 如
此磨刀霍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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