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河网：#离校遗留垃圾#
近日，在河南郑州一高校宿舍内，
毕业生离校后将大量垃圾遗留在走
廊和房间，现场一片狼藉。一在校
生说，垃圾本应由毕业生带走，现
在都堆着，宿管和保洁阿姨也难以
收拾。

点评：毕业生以怎样的方式告
别母校，这是学校对毕业生文化素
养和道德水准上的“最后一课”，
也是“最后一考”。毕业生们理应
严肃对待，做到文明离校，给大学
时代画上完美句号。

@工人日报：#幽灵外卖# 网
上点的外卖菜品食材有问题，上门
投诉竟找不到实体店，原来是藏身
民房内的“幽灵外卖”；只提供身
份证、银行卡信息，就能在外卖平
台成功上线一家“黑餐馆”……

点评：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外
卖平台有责任对入驻店铺进行资质
审核，严格把关。或许受限于现实
条件，平台无法做到应审尽审，但
反过来想，目前外卖供给在总量上
并不稀缺，平台完全可以一个个慢
慢审，保质保量。大量三无店铺蒙
混过关，根子在利益驱动。人们关
心的是，对此，谁来有效监管？

@华西都市报：#治理光污染#
日前，成都印发了户外广告招牌及
城市景观照明设施超亮治理方案，
要求户外电子显示屏确保 22：30
前关闭；严禁使用大面积霓虹灯等
高亮度、高能耗灯具等。

点评：霓虹闪烁营造了都市的
繁华，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光污
染。成都出台方案治理光污染，是
协调并促进城市公共空间和谐的内
在要求，而如何进一步科学地控制
规范灯光使用，则考验当地城市精
细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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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忠县一家医院的新生儿病房
全部以高校校名命名，包括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牛津大学等知名大
学。近日，该院院长回应称，这样命
名的初衷是对新生儿的一份祝愿。目
前，所有另类病房牌子均已摘下。
（据《重庆晨报》）

与其说这是祝愿，不如说是噱
头。同时还给前来探望的家属增添了
不便，与“更好地服务入院的家庭”
恰恰是适得其反。问题还在于，如律
师和专业人士称，这些大学拥有相应
名称权，且对这些名称作为商标进行
了注册，医院作为带有一定经营性质
的机构，不能随意使用这些名称，其
行为已经构成侵权。如此，“一出生
就进名校”这个无聊的噱头，还要承
担法律责任，就更是弄巧成拙了。

“大洋怪重”地名怎么改

状告爱奇艺获赔偿意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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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淳艺

明明购买了VIP会员服务，却发现
无法跳过视频中间插播的广告，为此，
苏州大学大三女生孙某将北京爱奇艺科
技有限公司告上法庭。近日，法院对该
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爱奇艺公司赔偿
孙某30元。（据新华网）

该案件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不少媒体
和网友的关注，现在法院一审判令爱奇
艺公司赔偿孙某 30 元。或许在一些人
看来，辛辛苦苦打一场官司，虽然赢了
却只拿到 30 元赔偿，不值当。但在笔
者看来，此案的价值不能仅用金钱来衡
量，其法律意义远大于赔偿金额。

原告索赔 58 元，法院判赔 30 元，
作出这样的判决绝非和稀泥，而是基于
双方过失进行的责任划分。对于爱奇艺
公 司 来 说 ， 虽 然 在 权 益 介 绍 界 面 、

《VIP 会员服务协议》 中对跳广告的含
义作出了详细的说明，但在履行告知义
务方面仍存在瑕疵——“会员跳广告”
的宣传口号很容易引起消费者的误解，
以为可以跳过一切广告，从而忽视会员
协议中的相关说明，造成矛盾纠纷。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
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
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
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
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
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
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会员协议字体
较小、标示不够显著，爱奇艺没有尽到
经营者应尽的义务，故而败诉。

而对于原告孙某来说，在购买会员
服务时也存在一定的疏忽。诚然，消法
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但行使知情权
不能把责任一股脑推给商家，也需要消
费者积极主动地了解。事实上，许多网
站在提供会员服务时都附有相关说明，
却很少有消费者认真读完，出现消费纠
纷也就在所难免。

日常生活中，一些金额不大的消费纠
纷要不要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许多消费者
都会感到纠结。正如苏州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吴俊所言，法律对权利的救济、对纠
纷的解决，很多时候不仅仅局限在个案，
更多时候是要发挥示范效应。在视频网
站会员服务纠纷不断的背景下，这一案例
给网站经营者和广大消费者上了一堂法
治课，对于规范市场秩序大有裨益。

这则新闻让人心暖

□罗争光

连日来，各地根据部署开展清理整
治不规范地名工作，受到广泛认可。但
个别地方出现了政策标准把握不够准
确、组织实施不够稳妥等情况。作为牵
头单位的民政部21日发布消息，提醒
各地要准确把握政策，严格按照有关法
规和原则标准组织实施，防止随意扩大
清理整治范围。（据新华社）

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是一件好事，
地名作为社会基本公共信息，是国家和
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第二次全国地名
普查以来，各地按照要求清理了一大批
不规范地名，但一些地区仍然存在一些

“大、洋、怪、重”等不规范地名，割断了地
名文脉，损害了民族文化，妨碍了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也屡屡受到社会公众诟
病。为此，民政部、公安部、自然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在2018年12月联合印发《关于
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的通知》，对
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

按照六部门部署，这次清理整治工
作主要是针对居民区、大型建筑物和道
路、街巷等地名中违反《地名管理条例》
和《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所规定的地
名命名原则，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不规范地名。此外，各地实际工作中
也发现一些地名实际使用中与登记备案
的名称不符，自然也在清理整治范围内。

六部门还提出了清理整治工作要坚
持的一些原则，比如要审慎稳妥、依法实
施，以人为本、便民利民，体现特色、传承
文脉，标本兼治、注重实效等，而一些地
方在推进这项工作过程中出现偏差，受
到质疑，与其在某些方面把握不当有关。

怎么才能把这项传承和弘扬优秀地
名文化、为民服务的好事办妥、办顺利？
首先是要“准”，即准确把握政策。严格

按照有关法规和原则标准组织实施，防
止随意扩大清理整治范围，也不能简单
搞“一刀切”，同时还要进一步规范工作
程序，充分进行专家论证，广泛征求各方
意见，审慎提出清理整治清单，严格按程
序推进实施。

其次是要“细”，避免工作简单化。
对地名更改可能伴随出现的问题，如更
改户籍、不动产登记、工商注册登记等证
照信息等，个别地方没有清晰的方案，或
者有了方案但没有提前向社会广泛告知
和说明，就可能出现“信息不对称”，引发
公众情绪焦虑。事实上，这些细节在六
部门通知中皆有相应部署安排，各地推
进这项工作时要把工作做细做实，最大
程度获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不能仅通过
一纸通知、一份清单、一张禁令就简单完
成任务，各地各部门唯有把工作做到细
处、把困难想在前面，才能真正把为民服
务的大事办成群众满意的好事。

□梁云祥

6月20日早上6点多，家住文萃满
庭芳小区的王女士开车送孩子去上
学，由于下着雨，视线不清楚，转弯
时不小心剐蹭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的
前保险杠。王女士赶紧在业主群里询
问这是谁家的电动三轮车，请业主下
楼商量一下如何处理，并拍了照片。
（详见本报6月21日04版《剐蹭别人
车 主动寻车主》）

不小心剐蹭了别人的车，王女士没
有选择溜之大吉，而是在业主群里询问
是谁家的车，请业主下楼商量一下如何
处理。这种负责任的行为赢得对方的
赞赏，免除了赔偿责任。

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一直被视
为立身做人的根本。生活中，在没有人
监督的情况下，王女士这样做，显示了一
种恪守“慎独”的“君子之风”。她的自觉
背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严于自律、以诚
待人、信守承诺的现实榜样。同样，诚信
之举得到了善意的回应，车主的态度与
做法同样值得称赞。车主并没有索要修
车费用，反而认为和讲诚信的人成为邻
居很骄傲。这是一种宽宏大量，更是对
诚信行为的赞许与支持。

毫无疑问，在陌生人社会里重塑诚
信，不仅仅是政府和社会机构的责任，
个人也可以用极具感召力的行为，起到
标杆和示范意义，让诚信理念更加深入
人心。进而言之，重塑诚信，我们不应
该往“社会”身上一推了之，每个人都是
行动者；与其埋怨社会风气如何不好，
不如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一旦碰
到需要负责的事情，就做到恪守诚信，
勇于担当。

冬去春来，即使青春不再，我
也愿在岁月更迭中升级换代，长成
自己喜欢的样子。

——苏听风

幸福是一个心思诡谲的女神，
但她的眼光并不势利。权力可以支
配一切，却支配不了命运。金钱可
以买来一切，却买不来幸福。

——周国平

没有人可以让落叶回到树上，
只有春天才有办法。

——几米

人弄坏了自己的胃，总是抱怨伙
食。那对生活不满的人也是如此。

——托尔斯泰

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权选择
自己的生活。别让你的生命从自己
身边溜走。你有能力给生命带来一
些不同。

——科尔曼

如果一听到一种与你相左的意
见就发怒，这表明，你已经下意识地
感觉到你那种看法没有充分理由。
如果某个人硬要说二加二等于五，
你只会感到怜悯而不是愤怒。

——罗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