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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椅套180天换洗一次，莫要“一成不变”
□王军荣

近日，一则关于高铁座椅卫生状况
的吐槽，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广泛关注。
有网友分享了一张高铁座椅照片，显示
座椅已发黄，椅套也已脱落，并质疑高铁
椅套的更换频率。12306客服人员表示，如
乘客在椅套上留下明显污渍，列车员会
立即更换，但椅套没有固定更换时间，具
体以列车的实际情况为准，此回应引起
了不少网友的质疑。5月30日，国铁集团
通过“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明确回应：
座席套换洗周期为180天。

相关数据表明，在2023年，全国铁
路动车组列车总计发送将近30亿人次。
客流量如此之巨大，使用率如此之高，
但椅套却是180天换洗一次，这差距着

实过大了。
铁路部门针对动车组列车（高铁、动

车）的服务备品，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管
理办法，以确保备品完备、整洁及方便乘
客使用。为了保障旅客拥有良好的乘车
体验，根据《铁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规
范》，铁路部门对座席套实施了规范管
理：其一，与其他布制备品一样，按照规
定定期进行换洗，通常座席套的换洗周
期为180天；其二，在换洗期限内若有污
损情况，将及时进行换洗；其三，在列车
上若发生突发污损状况，工作人员会即
刻清理，并提供备用座套（坐垫）。从网友
的吐槽内容来看，所谓“及时换洗”以及

“及时清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并未得到
严格落实。高铁椅套180天换洗一次，意
味着一年仅换洗两次，这怎能确保卫生

呢？
据悉，《铁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规

范》由中国铁路总公司发布，自2015年1
月1日起施行。将近十年过去了，这个

“规范”是否需要做出修改？对于高铁椅
套180天换洗一次的规定，乘客是否能
接受？这需要征询乘客的意见。既然是

“服务质量规范”，自然在服务方面要力
求精益求精。接下来，铁路部门不妨对
高铁椅套180天换洗一次的规定做出调
整。考虑到成本等因素，或许无法做到
每周换洗，但每月或每两月换洗一次应
当是合理的。

高铁椅套180天换洗一次，莫要“一
成不变”，是时候倾听民声并缩短换洗
周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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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认真落实教育部通知时，有必要结合本校实际，从制度和硬件方面进一
步细化措施，制定出符合自身情况的校园欺凌防范治理方案，确保校园欺凌事件早
发现早处置。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一些商家
将眼光投向低龄儿童口腔市场，在一些城市，
儿童口腔连锁诊所随处可见。在这些儿童口腔
诊所中，低龄矫治靡然成风，甚至有诊所建议1
岁半的儿童佩戴牙套，他们宣称“牙颌畸形越
早治疗，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越低，长大后
基本不复发”。

儿童矫治牙齿的低龄化趋势，实际已形成
一段时间了。从客观上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父母越来越舍得为孩子花钱，加之现在步入

“颜值时代”，很多家长也会对牙齿等与孩子颜
值相关的细节有更多的关注，从而表现出非常
迫切的干预愿望。但是，牙齿矫治作为一种医疗
行为，归根结底还是要尊重科学，如果一味追求

“矫治要趁早”，不仅可能达不到矫治的效果，还
可能对孩子正常发育造成不良影响等。正如专
业人士所指出，牙齿矫治对孩子的年龄是有一
定要求的，并不是“越早越好”，也不是“越贵也
好”。但目前由于家长的重视心切，加上一些儿
童口腔连锁诊所在营销上的推波助澜，很容易
加剧家长的焦虑，出现过早矫治，甚至过度矫治
的情况。对这样一种“风气”，的确需要家长们
有更多的理性思维。正如专家所强调的，相比
于儿童牙齿矫正，更应当“矫正”的是家长对
孩子的“牙齿问题焦虑”。 据光明网

儿童牙齿矫正低龄化加剧

家长的焦虑又多了一个

监控全覆盖，遏制校园欺凌不留死角
近日，教育部

对校园暴力与学
生欺凌防范治理
专项行动提出具
体要求，各校要成
立学生欺凌治理
委员会，对欺凌行
为进行认定，依法
依规进行处理。制
定细化校纪校规，
明确不同欺凌行

为的相应惩戒举措。与此同时，在楼道、
天台、储物间等隐蔽场所，做到视频监
控全覆盖。

校园欺凌事件，不仅给受害者身心
带来严重伤害，而且破坏了正常的教学
秩序，必须得到有效遏制。校园欺凌屡
禁不止，一方面在于此类事件多发生于
隐蔽角落，外界不易发现，而受害者出
于某种“耻感”或者恐惧心理，不能及时

向外界发出求助信号；另一方面，在校
规校纪等制度层面，一些学校对于校园
欺凌缺少明晰的规定。这就导致学校在
治理此类事件时，有“力不从心”之感。

如此一来，施害者得不到严厉的惩
戒，欺凌行为得不到及时的纠正，施害
者很有可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对于这些问题，教育部从制度和硬
件两方面给出了解决方案。

在制度上，要求学校成立专门机构
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明确相关负责
人，通过校规校纪明确校园欺凌行为的
认定标准以及相应的惩戒举措，确保对
校园欺凌者的惩戒有据可依。

在硬件上，明确在楼道、储物间等
隐蔽角落安装监控探头，确保监控全覆
盖。

应当说，这些举措具有很强的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只要各校严格遵循教育
部的要求并落实到位，就一定能够让监

管的阳光照进隐蔽的角落，大大降低校
园欺凌事件发生概率。

当然，校园欺凌问题存在已久，不
同地区、不同学校在治理校园欺凌时也
可能存在不同的难题。比如，近日，有媒
体报道，鄂尔多斯一名17岁女生遭遇校
园欺凌，转学到另一家学校，不想却被
施害者家长举报转学违规，导致无学可
上。这反映出在保障受害者转学权益方
面，亟须制定更加明确的规则。

此外，除了楼道、天台、储物间等隐
蔽场所外，像厕所也是校园欺凌的高发
地，但这里并不适合安装监控。对于这
样的场合，如何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
下做好监管，值得研究。

基于此，学校在认真落实教育部通
知时，有必要结合本校实际，从制度和
硬件方面进一步细化措施，制定出符合
自身情况的校园欺凌防范治理方案，确
保校园欺凌事件早发现早处置。

“阶梯草坪”爆火：城市呼唤更多“缓冲空间”

□评论员 孔雨童 绘画 徐进

近日，上海的一片草坪突然火了。
该草坪位于徐汇区某个下沉广场，阶梯
状的斜坡宛如天然躺椅，上方还有一排
行道树组成的“遮阳伞”。因而，不时有
上班族在工作间隙过来放空、补觉，甚
至有人从很远的地方专程过来。天气好
的时候，这里常常“长满了人”、一位难
求。

当代上班族工作压力大，身边其实
很需要一些这种用以休憩、缓冲的自然
空间。但现实情况是，“寸土寸金”的城
市，在对商业价值追逐中设置这种“缓
冲带”未必容易。今天，大众对一片“可
躺草坪”的巨大热情，甚至坐着车趋之
若鹜地奔向这里，也恰恰说明了那些真
正舒适的，让老百姓自在放松空间的不
足。如某媒体直播中一位嘉宾所说的：

“我们去公园，椅子常常是不够的，或者
有椅子也没有靠背，坐着并不舒服”。

在这件事里，还有个值得一提的点
是，设计者们一开始就在原本普通的草

坪之上考虑了让人躺靠、舒服休息的功
能，“我们专门去研究了人体工学，发现
110度的角度最舒服，于是就做成了海
边躺椅一样的设计”。因而，其被充分利
用，并随之爆火也绝非偶然，因为从一
开始就是“有心之举”。

“阶梯草坪热”正提醒我们，在现代

城市发展中，要更多地去关注、满足
“人”真正的需求，在钢筋水泥中留有更
多用以喘息、放松的“精神绿洲”。此外，
建设细节也需“用心”，而非只是形式上

“提供”某种功能。随着城市现代化进
程，让空间规划更加精细化、人性化该
成为一种更被重视的追求。

万物皆可“爆改”的风竟吹到了消防栓。贴
上可爱贴纸，藏进自家橱柜，定制装饰遮挡……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居民将家门口的消防
栓进行了改造。好好的消防栓为啥非要捯饬？一
是为了“遮丑”。消防栓通常设置在明显位置且
标识突出。有人觉得不太美观，就脑洞大开弄成

“背景墙”，以此显示个性。也有人看中了消防栓
的空间。稍一腾挪，箱体就成了家门口的储物
柜、快递箱，“一下子省了大几万”。

“爆改”消防栓看似有趣，其实违法又“作
死”。消防栓虽离自家门口不远，却是重要的城
市公共基础设施，可在发生火灾时迅速提供水
源。《消防法》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
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
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特
别是在小区居民楼里，结构复杂、人员密集，火
灾救援分秒必争，这时候消防栓就是守护生命
的第一道屏障。此前，因消防栓被破坏、上锁影
响救援造成人员伤亡的惨痛案例并不少见。公
共安全无小事，每个人都要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提高安全意识，仔细甄别那些热帖究竟是趣味
分享，还是故意引流？千万别跟风跟到了坑里！

据北京日报

跟风“爆改”消防栓

别拿公共安全开玩笑

□评论员 张泰来

葛评论员观察

网游退费“按错担责”

还需解决责任“举证难”

近年来，未成年人大额充值网络游戏退费
难屡登热搜。5月28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出台《未
成年人网络游戏服务管理要求》团体标准（征求
意见稿）。该标准征求意见稿明确：网络游戏服
务提供者、监护人等过错方应当根据各自过错
情况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有过错的一方应当
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经济损失，各方都有过
错的，监护人、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承担各自
责任。

“按错担责”是一种双重警示。首先是警示
游戏方在推动防沉迷过程中不要为了过度牟
利而心存侥幸，不要妄图以变通方式躲避监管；
其次是对广大家长的警示。不过，“按错担责”的
关键在于责任举证。在退费纠纷中，游戏公司往
往会声称无法证明“钱是孩子充的”。家长的身
份信息如果被孩子冒用，也很难提供相关证据。
而网游企业有相关的注册流程和相关记录，相
对而言更容易去举证。因此，可考虑在团体标准
中加大对网游企业的责任分配，要求它们采取
有效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与其民事行为能
力不符的服务，约束它们向监护人提出苛刻的
举证要求，在此基础上兼顾监护人的责任，对监
护人责任的界定进行细化和完善，降低家长举
证难度。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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