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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杭州临安街头出现了一台爱心冰柜，温暖了很

多人。更有不少热心网友云监工、看直播。不过，令人意

外的是，这几天陆续有网友从直播中发现了一些不文明

现象。比如，有人打开冰柜取水后未关冰柜门。此后，又

有人拿走了冰柜里的矿泉水。

无独有偶，前几天江西景德镇街头的一个爱心冰柜，

一女子将 8 瓶水打包带走。摄像头拍到，该女子至少来

过七八次。而在河北定州的一个爱心驿站，一陌生男子

凌晨偷走了一三轮车矿泉水。

“爱心冰柜”，顾名思义是奉献爱心传递爱心的温暖

场所，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实践。这份爱心真正要

献给的，是那些炎炎夏日下需要帮助的人群。社会期待

的是，冰柜里的这一抹清凉，能给有需要的人送去关爱，

而每一个人也都能做到按需取水。

纵观各地爱心冰柜，文明取水的市民是主流，但不可

否认的是，确实也存在个别不文明行为。此前，当这些爱

心冰柜出现在大街小巷时，专门安装了摄像头，就有人曾

评论说这是在作秀和摆拍。现在，一些不文明行为被摄

像头记录下来，显示了安装摄像头的必要性。

摄像头拍下的那些丑陋行为，辜负了社会的爱心。

这些不文明行为之所以会出现，一方面，是个别市民的素

质存在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对爱心冰柜的监督和管理

还不够到位，对取用爱心冰柜里物品的约束和规范还有

待细化。比如，现场是不是可以贴个提示，写上“此处有

摄像头，请按需取水，取水后记得关冰柜门”等提醒，这样

或许可以对那些贪图小利者起到劝告和震慑作用。当

然，有善意的呼吁，也要有硬性的处置，面对疯狂搬运矿

泉水的行为，就要及时报警处理。

采取这些具体的应对举措，是为了爱心冰柜运作得

更加良性。爱心冰柜不能只是一设了之，也要有运营思

维和管理思维。这里所说的运营和管理，不是为了赚

钱，而是要经营善良、运营爱心，追求的是“柔中带刚”，

进而逼仄不文明行为的生存空间，守护好社会的“小确

幸”。

我们期待夏日街头的爱心冰柜，能像礼让斑马线一

样，成为城市中一道亮丽的文明风景线。实现这一点，需

要我们每一个人用真心与善意来呵护，并让爱心在全社

会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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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郑州卢先生遭遇的停车场收费纠纷，引起

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卢先生反映称，自己与朋友在某地

一家饭店用餐，将车辆停在地面停车场内，驶出时超 1 小

时但还不足 61 分钟，却按 2 个小时被收了 25 元的“高价”

停车费。

“难道超时1分钟就等于超时1小时吗？”卢先生表示

质疑。对此，停车场和相关管理部门则表示，此为社会经

营性停车场，价格已备案且有公示，合规合法，属于正常

的市场行为。

超过1分钟，按照1个小时收费，虽然不违规，但是明

显不公平、不合理。1 分钟和 1 小时，一望而知的巨大差

别，为何偏偏能混为一谈？

近年来，因停车收费引发的矛盾纠纷着实不少。前

不久，南宁天价停车费风波，就揭开了停车收费乱象的冰

山一角。与南宁天价停车费事件暴露出的问题相比，郑

州这种以“分钟”按照“小时”的计费规则，实属“小巫见大

巫”，都有些上不了台面。

对停车场而言，貌似只要做到了“明码标价”，以小时

计费，最后“化零为整”就似乎成了名正言顺的事。但对车

主来说，有时候停车场出口存在拥堵的情况，在排队等待

出停车场的短短几分钟内，时间可能就悄悄迈过了计费节

点。像卢先生那样，哪怕只是多出1分钟，车主就要多交1

小时的停车费。此等情形，不是车主想要多停造成，并且

车主自身也不能控制。试问有多少车主会心甘情愿买单？

实际上，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经营者

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

平、不合理的规定。超时1分钟，按照1个小时计费规定，

明显减轻了经营方的责任，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对消费

者来讲不公平、不合理。停车场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并

在醒目位置公示，表面看没啥问题。但是，这种收费条

款，单方面减轻了停车场的责任，对广大车主非常不利。

试问一句，这是否滥用市场定价权，属于霸王条款？

小小停车费，关系大民生。此种停车收费方式，不独

郑州存在，全国许多城市也存在。自主定价不等于任性

定价、随意计费，明码标价也不是乱收费的挡箭牌。相关

部门还是要加强引导和调控，不让市场调节价被滥用，以

更精准、更有温度的计费方式回应社会关切，不让停车收

费成为一笔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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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 钱江晚报评论版《读端》栏目邀请专家学者、活跃网友等各行各业人士，点评潮新闻客户端的新闻报道。虽寥寥数

百字，但这些独到的短评，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或换个角度看新闻。我们将这些散落的珍珠收集起来并串珠成

链，供更多人品读，也欢迎大家上潮新闻客户端参与讨论。

“读端”在线，欢迎发声

中国青年报编委 曹林：

有人把文物被损坏之痛称为“来自历史的哭声”。我觉得很形象，文

物里有历史的密码和传统的基因，我们不能没有根。文物是沉默的，它的

毁坏和消逝也是悄无声息的，悄悄地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抽泣”。

让人欣慰的是，媒体听到了“总兵府”抽泣的声音，看到了它发出的

“求救信”，以报道之力引起多方注意。更欣慰的是，报道的效果也是立竿

见影的，当地二期修缮工程预计 8 月入场，各方保护力量用行动擦去了

“总兵府”的泪水。

我不太愿意把这次报道称为舆论监督，监督似乎带着某种“冲撞”，这

更像是一种建设性的推进、协商式的解决。媒体通过“暴露问题”设置议

题，将聚光灯打到这个被忽略的问题上，推动各部门第一时间作出回应。

如果这件事局限在行政系统内去解决，部门协调、责任划分、程序纠

缠，节奏会相应变得有点慢。而媒体报道形成了一种“马上办”的时效力

量。新闻是有时效的，新闻报道要解决的事也进入了这种“时效机制”，这

种“时效机制”对行政机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补充。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舆论监督、舆论推进式报道应多多益善，让更多

沉默的声音被听见。

新闻回顾：近日，潮新闻客户端收到一则来自古建筑的“求救
信”：近年来，作为省级文保单位的“道门进士第”（道门总兵府），因
为缺乏修缮资金、疏于保护，出现房屋渗漏、倒塌的情况。

记者对道门进士第进行了实地走访：道门进士第由主体建筑、
两侧附属建筑、青云楼三大部分组成，部分厢房存在损毁状况，青云
楼内部坍塌严重。

对此，缙云县以及壶镇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正在加紧制定二期
修缮和保护的方案。

浙江省文物局最新回应称，接到群众反映后，就立即联系属地
要求及时采取加固措施，并提交后续修缮计划，“当时他们就明确已
经进入二期修缮工程的招投标程序，预计8月入场施工。后续也将
持续关注道门进士第的修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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