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1月16日 星期四
责编/朱志莹 董富勇

美编/曹优静 照排/陈鸿燕
时评 A04

三江热议

投
稿
邮
箱nbwbplpl@ 163 .com

在火车站周围、商场附近这些人流量多的地方，你
是否经常遇到这样一群人？他们有男有女，自称大学
生，有的捧着宣传页，有的拿着肥皂或者其他生活物
品，向来往的行人讲述着什么。他们是谁？他们在干
什么？来看记者在江苏南京的调查。记者在南京新街
口商圈碰到了一群正在进行募捐的年轻人。根据市民
提供的线索，这段时间，他们频频出现在附近，以社会
实践的名义向来往行人募捐，有些市民对他们的募捐
行为表示质疑。 11月15日人民网

不管街头募捐的大学生是真是假，相关部门都不
该坐视不管。

王铎 绘

在智能手机日益普及的今天，自拍似乎已经成为
了许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有时人们却会为了拍
摄一张照片而致使自己遭遇意外，甚至最终身亡。近
日，据媒体报道，韩国23岁女子金惠媛，近日在英国东
萨塞克斯郡“七姐妹崖”拍照时坠崖身亡。

11月15日《法制晚报》

自拍虽好，却也隐患重重。据《福布斯》杂志报道，
根据研究机构最新的统计数据，2014年3月至2016年9
月间，全球有127人因为自拍而死亡。其中，在印度发
生的自拍致死案例最多，达到了76起。可以说，自拍作
为一种生活时尚，却如同“炸弹”一样，潜伏在自拍者身
边，一不留神就会伤人害命。

首先，自拍可能泄露个人的隐私。有的人不仅喜
欢自拍，而且喜欢在微信等社交媒体上炫耀一番，殊不
知这就埋伏下隐私泄露的风险，从而给自己带来没必
要的麻烦。

其次，自拍也有可能让他人“被自拍”，从而侵犯他
人隐私。据律师介绍，拍摄者如果上传所拍摄人像至
互联网，被自己或他人用于商业或相关用途涉嫌侵权，
很可能被追责。即使不用于商业目的，如果被拍摄者
认为所公布的照片内容泄露了自己与公共利益无关的
个人信息和隐私生活，对个人造成不良影响，也可以通
过法律途径维权。

因此，玩自拍也需要增强安全意识，一方面是人身
安全，别因为过于沉溺其中，而放松对周围安全隐患的
防范；另一方面也应注意自己和他人的隐私安全，不能
让自拍成为个人隐私的“曝光台”。

11月12日，四川雅安市天全县第二初级中学召开本学期家长会。家
长们关心的是一笔不得不捐的“捐款”。家长们把这个捐款称为“感恩费”，
今年以来已经是第二次了，“最少捐款1200元，上不封顶”。

11月15日澎湃新闻

这种叫“感恩费”的“自愿捐款”，据当地教育局说，去年就捐了 50 万
元。究竟是进了谁的账户、划在哪里，学校、市教育基金会、县教育局三方
说法不一，但舆论更加关注的，是家长自愿“感恩”，还是“被感恩”。

“最少捐款1200元，上不封顶”，仅这一条就露馅了：如果是自愿，为啥
规定最少捐款额？如一些家长所言，自愿应该是凭心情，我们捐500元、300
元行不行？

去年的50万元，和今年每人“最少1200元”的“捐款”，究竟入了谁的账
户，有待官方调查，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学校强捐
也好，为基金会充当“平台”也罢，为何总能从家长口袋里掏出钱来？不排
除确实有些家长愿意补贴老师，认为他们辛苦，但未必所有的家长都心甘
情愿。该校校长所称的“80％以上家长愿意捐钱”的“调查”也令人质疑：该
校多数学生都是农民子女，很多学生的父母都在外务工，拿出1200元钱来
并不容易。一些家长私下对媒体说，虽然学校是全寄宿制，但他们已经交
了2000元生活费。再“捐款”他们心里不愿意，但要是不交，看着自己娃娃
可怜兮兮的样子，只好交了。

实际上，很多家长的“自愿”都是因为孩子，这其实就是“挟学生以令家
长”——你孩子在我们手中，你不敢不买我们的帐。这不只表现在“自愿捐
款”上，也绝不只是一个学校的情况。实质问题是，是因为学校、老师和学
生、家长之间的关系“异化”，成为某种形式的“附庸”关系，才会出现诸如乱
收费、乱补课、乱收礼等现象，并发展成为一种社会问题。

官方表示，当地教育局、纪委方面正在调查此事。但不管是怎样的处
理结果，如果当前社会上的师德现状不能改善，“挟学生以令家长”的各种
花样，恐怕不是行政监管能解决得了的。

广州市国规委于近日发布《广州市建筑景观设计指引》。其中规定：政
府机构、学校、指定的风景名胜区、重要文物古迹、纪念碑或地标建筑场地、
主要城市街道或风景街区沿线、高快速路两侧及入口、人行天桥外立面不
得随意设置广告标识。严控珠江两岸一线滨江建筑设置招牌广告牌，形成
精致的滨江城市景观。

11月15日《信息时报》

广州市制定的《建筑景观设计指引》，专门拿出一个章节，对建筑上的
广告标识做出严格规定，给建筑广告戴上了紧箍咒。什么样的建筑上不能
有广告牌，什么样的建筑上广告牌尺寸不能超过多大面积，都有详细规
定。目的就是把天际线还给城市，让城市景观不再因为杂乱广告而划破容
颜。

近年来，城市广告牌出现“野蛮生长”的现象，也成了城市景观最煞风
景的地方。刚开始的时候，广告牌的尺寸还算“理智”，多是一些小型的广
告牌。而随着竞争的激烈，商家的广告牌越来越大，道路两侧是广告牌，道
路上空是广告牌，城市建筑上也是广告牌。

有时候，走在路上，我们丝毫感觉不到城市的美感，甚至会有窒息的感
觉，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被广告牌压抑得透不过气来，举目四望，处
处都是广告牌。有的道路周边的建筑已经看不到真容，被巨幅广告牌遮挡
得严严实实。

最近这几年，有一个苦恼的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叫城市的“千城一
面”。就是说城市和城市之间没啥区别，如果不是听到街头广播里的方言，
很难分辨出是你所在的到底是哪个城市。城市的“千城一面”说的是城市
建筑设计的雷同化问题。

为了摆脱“千城一面”的困扰，这几年各地在城市建设的时候，越来越
考虑建筑的设计了。在专家的努力之下，一些个性化的建筑出现了。这些
建筑成了城市的坐标，成了城市的别样风景。问题是，城市建筑设计得再
好，如果被杂乱的广告牌遮挡，就又成了广告版的“千城一面”。这个时候
的“千城一面”就是铺天盖地的广告牌，这无疑让煞费苦心的建筑设计失去
了原本的意义。

“严控建筑广告牌”，给不同的建筑制定一个安装广告牌的底线，就是
为了把景观还给城市，把风景还给市民。做生意需要广告，但是美丽的城
市建筑不该被广告牌无底线地包围。

“严控建筑广告牌”让城市更有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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