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毋庸置疑，霸座的旅客确实有“个人道德问题”，但是铁路部门如果不把这个事当作自己的
事，作为负有运营管理责任的企业，对消费者也是道德有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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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身边的银行网点是多了还是少
了？有关单位梳理发现，今年上半年，
终止营业的银行网点数量已超1000
个。多家上市银行2022年年报也显示，
截至2022年年末，其网点数量、自助银
行数量较上年末进一步缩减。

网点虽减量，但服务不能缩水。相
反，银行要借助网点调整的契机，进一
步明确用户定位，以用户的实际需求
为依据，探索出一套差异化、特色化打
法，持续拓展服务边界、提升服务质
效。首先，优化网点布局，突出差异化
服务。其次，升级网点模式，突出数字
化服务。最后，丰富网点内涵，突出适
老化服务。网点的变与不变，归根结底
要以用户需求为依据，要以提升服务
质量为目标。不论线上渠道如何发展，
线下渠道始终是检验银行服务质量的
第一个窗口。接下来，各家银行要做好

“加减法”，在精简网点总量的同时，优
化网点结构、提升网点质量，让服务更
加立体化、人性化，协同发挥线下、线
上渠道的各自优势，“两条腿走路”提
升金融服务质效。 （据经济日报）

银行网点减量

服务不能打折扣

□陈广江

近日，山西运城稷山县稷峰镇荆平
村的村民称，该村的部分救灾物资面粉
等被弃山沟，引发网友关注。7月29日，稷
峰镇党委、镇政府发布情况说明称，荆平
村确实存在捐赠的救灾物资至今仍未发
放完毕的情况，已对荆平村党支部书记
兼村委主任鲍华安及包村干部、村委主
任助理作出处理，责令荆平村支村委立
即整改。

大量面粉、方便面等救灾物资被弃
山沟，看着让人心疼，更让人寒心。这批
物资本应在2021年10月送到受灾群众手
中，岂料时隔近两年，竟被无情遗弃。显
然，被遗弃和浪费的不只是救灾物资，还
有社会的爱心和信任，此事影响之恶劣
不言而喻。

更令人如鲠在喉的是，当地发布的
“情况说明”，不仅没有把有关情况说明
白，还让人读出一种“卸责”的意味。当地
称，“经查，荆平村在2021年10月遭受水灾
后，接受了一批捐赠的物资，由于部分捐

赠的食品在收到时就属于临期产品，同时
还有部分捐赠的旧衣物，群众不愿接收，
导致这些物资在村委库房长期存放，未得
到妥善处置，荆平村确实存在对于捐赠的
救灾物资至今仍未发放完毕的情况。”

该说法可以“翻译”为：灾后近两年
来，荆平村确实没有把捐赠的救灾物资发
放完毕，究其原因，食品快到保质期，衣物
是旧的，受灾群众不愿要，结果这些物资
一直存放至今才丢弃。换言之，不是不发
放救灾物资，而是这批物资遭到了村民

“嫌弃”。
这种说法和村主任的表述存在一定

出入。此前，村主任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
这些物资没有被及时发现，等发现时已过
期。这批物资在灾害发生近两年后才被发
现，难免会过期变质，但村主任没有提及
当初救灾物资收到时已临期、群众不愿接
收等细节。

从常理讲，救灾物资应第一时间送到
受灾群众手中，临期食品更应及时发放，
以免过期无法食用。客观讲，救灾物资从
筹备到运输，再到接收、发放，需要一定时

间，在发放环节中出现临期食品并不奇
怪。但临期食品也是可以吃的，难道受灾
群众不愿意要？不少有过农村经历的网友
直言，村民没有这么挑剔，更不要说受灾
后了。

从网传视频看，被弃救灾物资外包装
还完整，相关部门不妨花点时间和精力，
将种类、数量以及保质期等信息公之于
众，否则就难以撇清“甩锅”之嫌。退一步
讲，即使物资过期，也要妥善处理，而不该
随意丢弃，污染环境。

将时针拨到2021年10月，公开报道显
示，受汾河40年来最大洪峰过境影响，荆平
村被淹，2000多名村民全部转移安置。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村民通过网络向外界发
出求助消息后，当地政府为村民解决了吃
住问题，安置点的村民也陆续收到外界的
物资捐赠。没想到，直至今日，部分救灾物
资却出现山沟里。

救灾物资过期不可怕，可怕的是责任
心“过期”。“深刻汲取教训”“诚恳接受批
评”，首先要拿出直面问题、回应社会关切
的诚意。

救灾物资被弃山沟，怎能怪受灾群众“太挑剔”

梵净山金顶建筑“变色”

其保护意识连游客都不如

近日，世界自然遗产地贵州梵净
山的金顶建筑外墙维修后疑被刷成粉
红色，引发社会关注。铜仁市委、市政
府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核实，7月28日
发布通报称，武陵景区管理公司在未
完善手续的情况下启动梵净山金顶建
筑外墙安全维修，擅自改变墙体颜色，
违反了《铜仁市梵净山保护条例》等相
关法规。梵净山管理局履职不力，对有
关问题失管失察，造成了严重社会影
响。对此，多名责任人被调查处理。

人们关注梵净山金顶建筑的外墙
颜色变化，那是出于对世界遗产的爱
护之心。根据住建部2015年下发的《世
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申报
和保护管理办法（试行）》第十八条规
定，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应当
严格保护，不得随意改变或破坏。擅自
改变墙体颜色，这不是维修而是破坏。
本该具备专业保护和维修能力的景区
管理方，保护意识居然连普通游客和
网友都不如。

（据红星新闻）

女性拼团火车卧铺

这种尝试值得推广

日前，一则某平台推出“火车卧铺
女性拼团功能”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
和热议。从报道来看，该服务收费标准
为10元/人，称拼团成功出票时，保证
同房间均为女性，拼团失败将退还费
用。有不少女性网民支持这一新功能，
有人还说，“这个服务真的太需要了，
无非就是多花10元钱的事情，我觉得
有需要的姐妹完全可以选择。”但是，
这一功能也引起一些争议，有些人认
为此举缺乏可行性。

硬卧车厢的床铺是开放式的，并
没有独立包厢，比硬卧价格更高、乘坐
体验更舒适的软卧、高级软卧乃至“一
人软包”，本来是为了更好地提升旅客
的出行体验，但因为它们是封闭式的
包厢，反而让一些女乘客缺乏隐私感。
如今，借助网络新技术，女乘客可以通
过在线“拼团”规避风险，确实是个不
错的尝试。这是一个市场化的创意，对
于它的可行性，不妨基于进一步实践，
再改进相关功能。只要是合理合法的、
用户体验好的，且具备潜在的市场价
值，这项新功能、新尝试就值得被认可
乃至推广。 （据中青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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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霸座，别拿“个人道德”推卸管理责任
7月26日，据媒体

报道，江苏盐城有女
子发视频称，两个女
生坐高铁被两名老人
霸座，对方态度极其
恶劣。视频显示，霸
座老人让女生到别
的地方坐，并放话称

“就不让能怎么样”。
其他乘客跟他们讲

道理也被无视，最终被霸座的女孩被带去
餐车休息了。

事后，12306客服回应媒体采访称，此
事属于个人道德问题，无法评判，只能做
引导，每趟列车基本会配备乘警，如遇此
问题可及时寻求列车长的帮助。

这个回应，好像给出了解决的方案，
而事实证明按照这个方案也是没法办。因
为，最后被带到餐车的是有票而不能入座
的旅客，霸座的旅客没有为自己的行为付
出任何代价。

出行被霸座已经够让人生气了，又被
铁路部门如此“和稀泥”，这事搁谁都挺郁
闷。

这些年，霸座已经不是新闻，每次发
生都会得到众口一词的谴责，但是霸座
依然是屡禁不止。细究起来，很多霸座者
都有着相似的心理，那就是“我坐了又能
怎样”，总之事不大。就像这起霸座事件
中的老人所言，“我没有抢又没有偷”，他
估摸着自己应该不会因此被追究法律责
任，这让他有恃无恐。其实，霸座是明显
的违法行为，霸座旅客不仅违反和铁路
公司之间有关车票应“对号入座”的合同
约定，也侵犯了被霸座旅客对座位的使
用权。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于扰乱航
空器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处警告
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
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
下罚款”。所以，打击霸座行为，绝对有法
可依。

令人遗憾的是，铁路部门对霸座的认
识仍然停留在“个人道德问题”层面，没有
切实承担起运营管理的责任，面对损害旅
客权益的霸座行为，不但没有及时拿起法
律武器，反而把被霸座的旅客带到了其他
车厢。这种“调解”在客观上纵容了霸座行

为，也让被霸座的旅客第一时间失去了应
有的“外力救济”。

当然，并非所有的霸座行为都被
“温柔以待”，也曾有激起舆论愤慨的霸
座旅客遭遇了法律的“重拳”。2018年轰
动一时的“霸座哥”孙某，就曾被处治安
罚款 2 0 0元，之后又被铁路部门列入黑
名单。

按照当时的处理力度，霸座行为应该
会像“入刑”之后的酒驾一样得到有效整
治。而事实并非如此，霸座虽然有风险，但
是没有真正成为不能碰触的红线。一些旅
客想着能多占一会就多占一会，根本不把
霸座当回事。

对霸座零容忍，意味着铁路部门要加
大管理力度和成本，这也许是铁路部门对
霸座更乐意调解而不是打击的重要考量。
只有闹大的霸座才会被处理一下，霸座自
然是屡禁不止，因为几乎每个霸座的旅客
都觉得这是“小事一桩”。

毋庸置疑，霸座的旅客确实有“个人
道德问题”，但是铁路部门如果不把这个
事当作自己的事，作为负有运营管理责任
的企业，对消费者也是道德有亏。

□评论员 沙元森

葛来论

拒绝游客进场躲雨，甲秀楼景区有点“冷”
□丰收

7月29日，在贵州贵阳，网曝甲秀楼景
区下大雨，游客欲进场躲雨，随行还有老人
孩子，全身淋湿，工作人员见状，以马上下
班清场为由，拒绝游客进景区门内躲雨。30
日，景区工作人员表示，抱歉给游客带来不
好体验，会给领导反映处理此事。

受台风“杜苏芮”影响，最近全国多地
出现大雨暴雨。应对这种极端天气，需要各
方齐心协力。然而在上述景区，遭遇大雨后
游客欲进场躲雨，却遭遇景区工作人员拒
绝，拒绝理由是马上下班要清场。在该工作
人员看来，游客淋雨与身体健康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自己要准点下班。

视频中，游客称这么大的雨，你要把人
清到哪里去？该工作人员回答：“我们也要

关门下班啊，我们不下班是不是啊？”游客
表示，孩子身上都湿了，“你们都下班了，游
客怎么办啊？”工作人员称：“我怎么知道游
客怎么办啊？”从对话内容可看出，这种服
务态度有点儿“冷”。

该工作人员以冰冷的态度对待游客，
无疑影响景区形象，继而会影响客流量。正
如新闻中有游客所言“看以后谁还敢
来”——— 景区一个小动作伤了游客心。

工作人员拒绝游客躲雨，或许与景区
缺乏灵活应对特殊情况的制度有关。

假如该景区在清场、关门、下班制度
中，明确突发极端天气等特殊情况，可延
迟清场关门，恐怕工作人员不会以马上
下班清场为由拒绝游客躲雨。正因为制
度缺乏灵活安排、人性关怀，才导致工作
人员僵硬执行清场下班时间。所以，避免

类似情况既需要完善制度也需要加强培
训。

针对暑期旅游热，文旅部、国家文物局
均发出通知，要求之一是景区要延长开放
时间。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景区灵活应对游
客游览需求。面对极端天气导致游客“避雨
难”，不妨也作出统一规范，比如突发大雨、
大风、冰雹、暴雪等天气，景区应该根据游
客诉求灵活提供相关的服务。

虽说每个游客兴趣点、关注点不同，对
景区有不同的体验体会，但对景区服务态
度体验却是一致的，即景区热情、周到的服
务态度，对游客而言是一股暖流。而这起事
件像一股寒流让游客感到“冷”。希望从景
区到监管部门对这种“冷”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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