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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午餐”不仅测出景区温度

街谈巷议J□杨 庄

小区里五花八门的广告
越来越多，在电梯、楼道、门
厅等地都能见到。这部分收
入究竟应该归谁？有媒体走
访北京多个小区发现，投放
广告的商家需要与小区的物
业公司签订合同，广告费自
然也是交给物业公司。而许
多业主则表示，物业公司在
出租广告前从未征求过他们
的意见，更别提把广告的收
入分给业主了。

不管是电梯、楼道，还是
小区其他位置上投放的广告，
依托的载体都是公共面积、公
共设施，而公共面积与设施为
全体业主所有，物业公司实际
上是业主们雇用的管家，那
么，小区广告收入该归谁所
有，这个问题无须讨论。

其 实 ，《物 业 管 理 条
例》、《物权法》都规定，业主
对公共部分享有管理权和
公共收益的所有权。利用
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
备进行经营的……所得收益
应当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
资金，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
的决定使用。

业主享受小区广告经营

收入，近年来也不乏先例。比
如，2017年，苏州一小区的业
委会，就为该小区606户业主
发放了24万元的公共收益红
包，收益主要来自广告收入。

虽然，不管是从产权逻
辑还是相关制度上说，业主
都享有小区公共部位经营的
收益权，但权利变现却很难

“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只有
当物业公司自觉尊重业主权
利，或是业主权利足以制衡
物业公司，物业方面才有可
能“按规矩出牌”。

街道办、房产局等部门
应引导协调小区业主与物业
公司对广告等公共收益达成
合理的分配协议，而合理的
分配机制利于减少业主与物
业之间的矛盾，避免冲突，促
进社区和谐。物业公司不经
业主同意而处置公共收益，
不合法；业主们若不给“管
家”一部分辛苦钱，也不合
理，毕竟，小区的广告经营物
业公司是有管理成本的。双
方确定一个合理分配的比
例，属于业主的收益冲抵物
业费，应是广告收入的较好
处置方式之一。①2

小区广告收入
物业业主应合理分配

国庆假期，深圳有市民在网上订票遭遇“山寨网站”，既耽误了行程，又损失了钱
财。深圳警方提醒，网络平台已成为广大旅客订票的重要途径，但其在给旅客带来便
捷的同时，也为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编织陷阱的场所。①2 新华社

近日，山东菏泽多名学生
家长反映，当地整治超标电动
车却和学生的“道德品质分”挂
钩：从9月16日开始，菏泽市在
数条主要路段禁行超标电动
车，而学校在配合政府宣传整
治行动的过程中，通过对学生
扣分来向家长施加压力。面对
媒体采访，虽然教育局否认存
在“将整治规定与学生分数挂
钩的行为”，但媒体采访到的学
生和学校工作人员的表述却证
实了扣分行为的存在。

说实话，整治超标电动车
让学校和学生卷入其中，极不
合适。更何况，若是学校领到
了来自上面安排的任务，具体
落实中会否变味，其实很值得
怀疑。

学校本来是教书育人的
地方，但在现实中，总会收到

各种与教育完全不相干的任
务，比如整治超标电动车。若
让学校干了太多不该干的事，
既分散了老师和学生太多的
精力，也转嫁了其他相关部门
的责任。

今年 5月 17日，《电动自
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国家标准
正式公布，由原来的部分条款
强制改为全文强制，对车速限
值、整车质量、脚踏骑行能力
等 技 术 指 标 均 作 了 调 整 完
善。虽然要到明年 4月才正
式实施，但地方上积极作为，
提前着手整治超标电动车，无
疑值得肯定。

但超标电动车的现实存
在，注定将会成为一个“历史
遗留问题”，应该结合本地现
实，慎重考虑，合理安排。比
如不久前修改通过的《北京市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已经
购买的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
动车，设置了 3年的过渡期。
3年时间留给车主，既能避免
出现大量浪费，也能减少个人
损失，显然就要更为合理。

不管如何整治超标电动
车，都应该意识到，学校的本职
工作是教书育人，至于治理超
标电动车是政府和交管部门的
事情，本不应由学校和学生承
担，更谈不上对力度不大、进展
缓慢、效果不明显的学校，约
谈、问责相关负责人。地方若
是通过学校治理超标电动车，
学校又通过学生施压家长，说
白了，都是单纯追求速效的办
法，有一种懒政嫌疑，而没有
更多考虑市民财产权益，和现
实出行需求。对此，有则改
之，无则加勉。①2

治理超标电动车与学校何干

在景区用餐就意味着多
花钱？这倒未必。国庆长假
期间，河南洛阳老君山景区推
出无人值守 1元午餐，内容包
含一碗当地特色糁汤面、一根
香肠和一个馒头，现场游客品
尝过后都说这饭价格超值。
尤其在景区一包方便面、一瓶
矿泉水动辄都要8元、10元的
时候，这种做法更是“景区的
一股清流”。

“1元无人售卖午餐”不是
今年才有，去年也有。这也不
是一个限量限时的买卖，而是
敞开供应。用当事景区的话
说，老君山山高林密，气候多
变，游客山上用餐不便，看到
一些游客出游带着干粮喝着
凉矿泉水下肚，心里不是滋
味。让游客在景区吃上一口
热乎饭，也是代表老君山一片

情谊和心意。
无疑，“1元无人售卖午

餐”，测出的就是当事景区的
服务温度，还有游客和社会的
温度。

“1元无人售卖午餐”整个
售卖过程无人收款，无人监
管，交款时完全靠游客自觉将
款投到收款箱里，然后取饭。

让人更加感慨的是，开卖
首日，景区卖出了1200份“1元
午餐”，但长达数百米近千人
的队伍始终井然有序，而且让
人称奇的是不但一分钱没少，
还多卖出了75元。原来，不少
游客吃了“1元午餐”后觉得味
道不错，远远物超所值，又多
投了些钱，用游客的话说，这
是“以心换心”，景区低价利惠
游客、信任游客，游客当然也
会回馈景区以信任。

而这，显然也折射和凸显
了时下游客素质和文明的与
时俱进。时下，随着国人旅游
文明等素质的提高，全社会都
对这样的正能量消息非常渴
求。反过来讲，“1元午餐”也
是对我国社会总体文明素质
和正能量温度渴求的一次测
试和凸显。

“1元午餐”凸显社会文
明进步，期待景区类似这样
的“1元午餐”温馨举动越来
越多。毕竟，在全民旅游时
代，这才是景区最正确有效
的打开方式之一。因为只有
有足够智慧和温度的景区，
才能真正笑到最后；也只有
更多有温度的游客和社会，
才能让类似“1元午餐”的温
馨，更多被激发和传递，让社
会更多人受益。①2

社会杂谈S
□鞠 实

国庆黄金周全民出游，
个别游客在旅游景点或迷路
或受伤，报警获救的新闻不
时被爆出。由于求救游客不
能准确描述出被困的准确位
置，致使救助人员反复拉网
搜索，做了很多无用功才找
到求救者。

10月 3日，游客侯某带
着孩子在丽江玉龙雪山游玩
时，私自攀爬雪山被困在原
始森林。由于侯某报警后无
法说出确切的位置，历时 4
个多小时后才找到他们。驴
友孙某某和王某某在四川省
理塘县章纳乡境内的高海拔
山地徒步行走，二人一个摔
成骨折，另一个严重缺氧、生
命垂危。也是无法确定准确
位置，警方组织70余人经过
两天搜救才找到二人。

目前全国通用的报警方
式是拨打电话 110，此电话
号码简短易记，公安民警 24
小时不间断地进行值守，而
且有严格的接警 、处警制
度。但此种接警方式，警方
只能通过报警人的描述判断
事发位置，如果报警人不能
准确描述，难免出现误差。

而能够呈现报警现场情
况的“微信视频报警”系统，
目前还仅在个别城市的公安
机关开始使用，只有在这些
城市境内报警才能“享用”。
在“微信视频报警”系统还没
有大范围运行的情况下，报
警人能否给自己“定位”，实
现“精准”报警？黄金周期
间，一位派出所所长的做法，
给出了答案。

10月 3日，江苏游客邵
先生在四川青城山不慎滑落
山崖，身体多处受伤。接到
报警后，都江堰市公安局指
派救援警力前往施救。因游
客没办法描述出自己受困的
准确位置，救援行动难确定
方向。青城山派出所所长张
廷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
通过微信定位显示，顺利救
出了邵先生。

“发个位置”是很多人经
常使用的微信功能，但在报
警、出警，最需要知道“位置”
的时候，无论是报警人还是
出警的民警，大都想不起来
使用这个功能。怎样“定位”
报警，要宣传普及，但无须多
言，一点就透。①2

“定位”报警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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