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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

利部预测：7 月份，我国多个流域可能发

生较大洪水。主汛期往往伴随着强降

雨，导致江河涨水、山洪暴发等自然灾

害的频发，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和基本生活。这样的关键时

期，不仅仅是对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一

次检验，也是对全社会共同责任和担当

的考验。

面对汛期的挑战，我们必须不惜一

切代价，全力以赴保障供应。这意味

着，灾害来临时，必须让每一份救援物

资能及时送达灾区，每一个受灾的家庭

能得到妥善安置，每一个受困的群众能

感受到社会的关爱。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生活必需品

及救援设备等资源的供给，不仅能够稳

定受灾群众的情绪，更是实施有效救援

的基础。这需要各地区下好“先手棋”，

让各项物资防备举措跑在灾害前面。

广西指导重点商贸流通保供企业与区

内超 100 家菜、禽、蛋、水产货源企业建

立紧密联系，全力保障异常天气情况下

“菜篮子”“果盘子”的稳定供应；湖北武

汉已储备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 50 余

个品种的约 25 万件救灾物资，可满足

自然灾害救助Ⅱ级响应情况下需紧急

救助人员至少 3 天的救助需求；江西九

江储备了帐篷、棉被、毛毯等约 35 万件

救灾物资，可支持紧急救助 2 万人；四

川遂宁已组建 169 支应急救援队伍，共

4578 人。全市县级救灾物资共 112712

件，总价值 1084.11 万元……提前准备、

科学规划，实现在灾害发生时迅速响

应，确保救灾物资拿得出、调得快、用得

上，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

求。这既是各级各部门对民生保障高

度重视的体现，也筑牢了民生保障的坚

固防线。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主汛期，由

于灾害的破坏，许多家庭可能失去生

活来源，面临生活困境。因此，各方面

需要积极行动起来，为受灾群众提供

必要的生活救助，帮助受灾群众尽快

恢复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比如，

发放救灾物资食品、饮用水、衣物、被

褥等；又如，提供临时住所，帐篷、活动

板房等；再如，恢复生产生活设施，修

复受损的房屋、道路、桥梁等。无论是

企业、社会组织还是个人，都可以通过

自己的方式为灾区人民提供帮助和支

持。每一份爱心、每一份努力，都将汇

聚成强大的力量，帮助灾区人民渡过

难关，重建家园。

救灾物资的供应，是人们信心的源

泉。在灾害面前，人们往往会感到恐

慌、无助、焦虑。及时且持续稳定的救

灾物资供应，能够向人们传递一个积极

的信号：政府和社会正全力以赴，与灾

区人民并肩作战，共同抵御灾害的肆

虐。这种关怀能够极大地激发受灾群

众战胜灾害的信心和勇气，为他们重建

家园提供坚实的支撑。

聚沙成塔，聚爱成海。在主汛期的

关键时刻，每一个人都肩负着重要的责

任。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面对挑战。

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

能够安全度汛。 来源：人民网

全力以赴保供应，共筑民生保障防线
——“同心协力，安全度汛”系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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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

针对备受舆论诟病的“大数据杀熟”问

题，《条例》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在消

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同一商品或

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

价格或者收费标准。

消费者苦“大数据杀熟”久矣！购

买同一件商品，老用户支付的价格高

于新用户；乘客打网约车，手机型号越

高端越容易被更贵车型接单；频繁浏

览某一商品的购物页面，其价格会自

动上涨……经营者根据消费者的使用

习惯、兴趣爱好、支付能力等进行差异

化 定 价 ，破 坏 了 安 全 放 心 的 消 费 环

境。近年来，“大数据杀熟”更是玩出

了新花样，比如有平台“跟踪”用户的

社交媒体活动，有平台“盯上”用户的

通讯录、邮件，不少网友苦叹“最懂我

的人伤我最深”。

面对质疑，现实中几乎没有任何

一家平台承认存在此行为，更多是辩

称“针对不同用户所进行的差异化营

销”。问题是，这种营销反映了部分

电商经营者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过

度采集和随意使用，以致在交易过程

中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

权 、个 人 信 息 权 益 等 诸 多 利 益 。 因

此，“大数据杀熟”的实质是一种算法

“算计”，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平台利润

的最大化。

治理“大数据杀熟”，难在哪？一

方面，这一行为具有即时性、隐蔽性、

模糊性和复杂性等特点，消费者缺乏

必要技术手段，往往难以察觉。另一

方面，维权成本高是难以逾越的坎。

“大数据杀熟”通常集中在网购、出行、

住宿等消费金额不大的领域，维权耗时

又费力，大部分消费者会自认倒霉。即

使有少部分消费者知难而上，仍会深陷

举证困难、相关行为认定标准模糊等现

实困境。

细化责任与约束手段是破解“大

数据杀熟”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平

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规定判断

标准，明确“大数据杀熟”可能构成滥

用 市 场 支 配 地 位 差 别 待 遇 行 为 ，到

《互 联 网 信 息 服 务 算 法 推 荐 管 理 规

定》建章立制，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

供者不得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

易条件上实施不合理的差别待遇等

违法行为，再到如今《条例》完善网络

消费相关规定，实现行政法规中首次

对 差 异 化 定 价 进 行 规 范 ，关 于 治 理

“大数据杀熟”的“四梁八柱”正在不

断搭建。

严肃查处以新技术、新手段侵犯

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才能营造安全放

心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

的基础性作用。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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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 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

为《“破墙”不“破窗”，是“公园城市”

该有的模样》的评论。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地的公园

“破墙透绿”，受到公众好评。例如，上

海世纪公园拆除了 3000 多米围墙，24

小时对外开放；山东青岛对拥有百年

历史的中山公园实施“拆墙透绿”，让

市民走在路上就能与自然美景“撞个

满怀”。这些举措进一步释放了公园

绿地的公共空间价值，提升了群众的

“绿色获得感”。

“进园出园都不用绕路了”“出门即

见绿”“美景零距离”……社交平台上，

网友对公园“破墙”充满好评和期待。

近年来，国内众多公园经历了从收费到

免费、从封闭到开放、从限时到 24 小时

开放的转变，建设理念也从单个的“城

市公园”升级到整体的“公园城市”。

所 谓“ 公 园 城 市 ”，就 是 要 通 过

“破墙透绿”等措施，打破公园与城市

的界线。不是用孤岛式的公园“点缀”

城市，而是让城市“生长”在公园中，让

市民游客能够自由自在、随时随地享

受生态绿色的普惠福祉。

在“公园城市”理念下，需要“破

墙”的不仅仅是公园。在上海，一些高

校、机关单位的内部花园和绿地也逐

步拆除围墙向公众开放，与城区、街区

和社区融为一体。比如华东政法大学

长宁校区拆除了围墙，与市民游客共

享苏州河景观步道。这些高品质的公

共空间，既回应了城市建设“以人民为

中心”的命题，也展示了“城市，让生活

更美好”的现实图景。

通过“破墙”提升公共空间品质并

非一蹴而就。园中花草怎么维护？游

园安全怎么保障？宠物进来后影响游

客怎么办？这些问题不解决，会制约

公共空间开放的步伐。

在现实中，一些矛盾已经开始显

现，其中的管理“破窗效应”值得警惕

——有人打破了一扇“窗户”，如果没

有及时修复和引导，就会导致更多“窗

户”被破坏。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一些公园

刚刚“破墙”，部分沿街草坪就被踩出

了“斑秃”；原本出于游客安全考虑，不

允许自行车进入的公园，开始出现有

人骑自行车闯入。

“公园城市”不是管理者唱独角戏，

需要和市民游客双向奔赴。一方面，有

赖于市民游客的爱护配合。公园张开

怀抱，游客报以文明自觉，不攀花折枝、

不乱扔垃圾、不踩踏草坪、不惊扰野生

动物，见到不文明行为也能及时劝阻。

另一方面，也需要公园管理者提高

管理能力。公园管理者可以因时因地

制宜做出调整，不断适应市民游客对公

园“破墙”后的新需求。例如，为带宠物

的游客专门设置一个宠物区，在台阶、

易磕碰地区设置警示牌，引入物联网等

先进技术对公园进行智能化管理等等。

此前，上海在调研基础上出台《上

海城市公园实行 24 小时开放的管理

指引（试行）》，体现出公园管理者与市

民之间良性互动和共享共治的理念。

“破墙”只是“公园城市”建设的

开始，只有管理不“破窗”，让市民游客

见绿亲绿的需求和公共意识的提升实

现正向循环，美丽和谐的城市家园才

能越建越好。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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