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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醒

最近，不少读者反映
信件投稿不便（如书写有
困难、去邮局投寄不便、
因寄送时间较长导致稿
件时效性不佳）。为让广
大读者便捷投稿，我们扩
充了投稿渠道，许多版面
右上角都公布了电子邮箱
和 QQ 群投稿渠道。当
然，您也可扫描下方二维
码，通过微信投稿，且可以
是文字、图片、语音等形
式。微信来稿也会比寄送
平信更容易
获得相应记
者或编辑的
回应。

街谈巷议

仗义执言 图说话看看

低价引流也是虚假宣传

春节多搞健康家庭活动

“老头乐”退场，然后呢？

随 着 多 地 新 政 出 台 ，从
2024年1月1日起，为人熟知的
违规电动三轮车、四轮车正式消
失于多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然
而，从社会治理而言，整治违规

“老头乐”，并不是一禁就能了
之，关键是“老头乐”退场之后留
下的出行需求真空如何填补。

从现实情况来看，不论是打
出租车、网约车，还是考机动车驾
驶证，对老年人来说都难度不
小，地铁、公交也难以满足老年人

“点到点”的出行需求。这就需要
交管部门和社会民间力量都参
与到疏解老年人出行难题的行
动中来。今后会不会出现既满足
老年人实际需要，又符合安全要
求的替代产品，我对此充满期
待。（广东深圳 李斐章 76岁）

如今，一到过年，很多人总会
发出“没有年味”“春节无趣”等感
叹。在我看来，年味之所以“淡”
了，说到底是日益丰富的物质生
活和消费方式让有些人家庭观念
变淡了。逢年过节，不应该只关
注吃吃喝喝、游玩购物，更应该重
视精神生活，多搞一些丰富多彩
的家庭活动。

春节期间，万家团圆，开展家

庭活动正适合不过。譬如在除夕
之夜来一场“家庭春晚”，在茶余
饭后搞一场家庭趣味运动会，在
阳光明媚的日子组织亲朋好友集
体郊游、登高，都是不错的选择。
准备年货的时候也可以考虑采购
一些适合多人参与的体育运动器
材，以备不时之需。在男女老少
齐齐参与的氛围里，何愁没年
味？（浙江宁波 王水成 66岁）

近期，《工人日报》记者走访多
家运动场馆发现，一些场馆对老年
人设置年龄限制，其中包括部分健
身房、游泳馆和滑雪场等。限制一
般设置在 60—70 岁，有的甚至降至
55岁或50岁。

设置年龄限制，无非是因为怕
担责。作为运动场馆，老年人安全
方面的因素确实不得不考虑周全，
但“一刀切”将老年人拒之门外显
然过于简单粗暴。同时还应该看
到，一些场馆缺乏专门适用于老年

群体的设施或服务，并且保险类产
品也存在缺失。而这些问题的存
在，不应该成为阻挡老人锻炼的理
由。我国老龄化程度正在逐步加
深，我们这些年一直在说适老化，
一直在说不能让老人掉队。在体
育锻炼上，在运动场馆的使用上更
应如此。在推进全面健身和健康
中国建设的背景下，诸如“退休要
锻炼、年龄过了线”的尴尬，应尽快
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浙江温岭
王军荣）

宣传页面上标价14.6元10斤的
砂糖橘，实为1斤试吃装。近日多名
消费者向媒体反映，网购时遭遇商家
设置的低价陷阱，实际购买价格远高
于店铺宣传页面显示的价格。

在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都在
玩这种商品与价格两层皮的把戏。
此类现象背后，商家无非是想制造

“低价大酬宾”的假象，以达到增加
点击率、提高曝光量的目的。实际
上，所谓的“低价引流”并不只是一

种营销伎俩，而是对消费者的一种
欺骗误导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和《电子商务法》均明确，经营者
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地披露商品或
者服务的各项信息，不得作虚假或
者引人误解的宣传，从而保障消费
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以此观照，

“用鞋垫的价引皮鞋的流”等行为其
实就是把“明码标价”玩偏了的虚假
宣传，市场监管部门应及时予以治
理。（河北滦南 李英锋 50岁）

运动场馆拒老不如适老

有热心读者提醒，本
版 1 月 22 日“编读往来”
所刊登的“承诺参与口腔
种植价格治理的医疗机构
名单”查询链接二维码，已
跳转至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查询页面。经查应为
后台相关数据库链接调
整所致。现将“承诺参与
口腔种植价格治理的医疗
机构名单”查询二维码重
新制作如下，有需求者用
微信扫码即可一键直达查
询页面，输
入 机 构 名
字 查 找 或
按 地 区 查
找均可。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
为解决广场舞噪声扰民难
题，深圳福田、盐田、宝安、
龙岗等区相继试点安装隔
音箱、定向音柱、噪声监测
设备，并试水戴耳机跳广场
舞等做法。近期，龙岗坂田
一小区的物业公司自制三
面开口的广场舞音响罩，为
自带音响的舞者们增添了
不扰民的利器。

如何在积极推进全民
健身，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解决
好广场舞等健身娱乐活动
引发的扰民问题，近年来成

为摆在城市管理者们面前
的一道必答题。实际上，在
各地官方层面，已不乏与此
相关的制度设计。以深圳
为例，2023 年 6 月，深圳市
生态环境局、公安局等五部
门就联合发布了《深圳市关
于优化广场舞等自发性健
身娱乐活动自我管理的工
作方案》，聚焦广场舞噪声，
提出防治方法。而在各地
基层，也摸索出了不少控噪
减扰的办法。比如福建厦
门市的夏商大学康城二、三
期小区不仅制定小区广场
舞文明公约，约定活动时

间、地点、音乐器材朝向，还
采用隔音箱、隔音面等措
施，以降低广场舞音量对附
近住户的影响。

但从各地实践的效果
来看，各种科技化、智能化
的降噪手段总有“水土不
服”的时候。比如，在深圳
一些配有定向音柱的跳舞
点，广场舞爱好者们普遍反
映“ 不 习 惯 ”“ 不 能 看 视
频”。这就需要基层部门及
时关注具体诉求，化解矛
盾。此次，被媒体报道的深
圳某物业公司自制广场舞
音响罩，虽然外形很“土”，

但兼具定向降噪的功能，还
兼顾了广场舞爱好者使用
自带音响的需求，不失为基
层治理的机智之举。这样
的态度与行动，理应在更大
范围被认同、被仿照。

事实上，广场舞噪声
治理能否取得实效，关键
并不在于降噪工具是高科
技还是土味小发明，更在
于基层单位能否拿出管理
的智慧，承担协调、自治之
责，不能让任何一方只有
被剥夺，没有被尊重，居民
的安宁权如此，广场舞爱
好者的快乐亦然。

广场舞管理需更多基层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