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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须虫

“同车不同温”
释放人性化“温度”

时事乱炖

微声音

夏天穿得越少越热

烈日炎炎，人们恨不得穿得越少越好。事

实上，在气温接近或超过37℃时，皮肤不但散热

功能减弱，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让你

更热。穿得太少，还容易被紫外线灼伤，甚至患

上皮肤炎症。因此越是热，越不能只穿背心、短

裤或打赤膊。 @生命时报

中国女排
为什么总能让我们心潮澎湃？

中国女排以三战全胜的成绩排名小组第

一，拿到直通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券。得知这一

消息，网友们沸腾了！

看过中国女排比赛的观众，总能感受到队

员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在姑娘们甚至还有

几分稚嫩的脸上，你能看到一股超越年龄的坚

韧与不屈。

虽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可体育比

赛为什么能超越体育的范畴，得到众多人的喜

爱？中国女排告诉我们：体育中最能超越体育、最

具感染力的地方，就是永不放弃的体育精神！

@新华社

最近，被誉为

“街拍胜地”的成

都太古里，为了保

护公众的肖像权，

竖起了“提高防范

意识，保护个人肖

像权”的告示牌，文明守则中也注

明，禁止未经允许的拍照或拍摄。

同时，这里的街拍客必须办理“拍摄

许可证”。成都太古里的街拍已经

冷却，而北京三里屯的街拍依然火

热。记者调查发现，每天下午3点以

后，三里屯的街拍客会逐渐增多，从

抓拍到跟拍，街拍客的业务熟练至

极。（8月6日《法制日报》）

夏季对于爱美的女孩来说，是

一个随意“凹造型”的好季节。然

而，当一些女孩穿着时尚、清凉的服

饰出来逛街时，很可能会遭到街拍

客的抓拍、跟拍。对于被拍女孩来

说，恐怕并不知道这些街拍会用在

哪里，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后

果。不过，只要在网络平台上搜索

“街拍”，就会发现很多博主发布大

量以“时尚穿搭”为主题的照片和短

视频，一些照片和短视频的文字介

绍还会用上“遇到自己的前女友”

“我的初恋”等字眼来吸引眼球。

事实上，这有着一条网络营利

的产业链，被抓拍的女孩被用来“展

示穿搭”，而背后则是被“两微一抖”

中的账号用来吸引流量、添加广告，

进而获利。站在法律角度来看，这

种“街拍”无论是用于商业营利还是

“自己欣赏”，也无论其是否当时套

现，都已经构成了侵犯公民的肖像

权。如果偷拍路人的胸部、臀部，还

涉嫌侵犯公民隐私权。

遏制街拍侵权，必须加强源头

治理。源头治理，绝非仅仅靠公示

牌、文明守则、办理“拍摄许可证”来

制止和纠正街拍侵权行为，更要从

强化平台责任入手，在完善审核制

度、畅通反馈投诉渠道、加强惩罚措

施等方面发力，有效规范和约束街

拍行为。比如，在个人信息保护立

法时明确规定，平台应将举报按钮

置于显著位置，并在接到举报后及

时处理举报信息。站在流量风口的

网络平台，在获益的同时也应当承

担起更多的责任。只有从平台入

手，采取必要的防侵权措施，才能减

少侵权现象的发生。这也是成本最

低、见效最快的做法。

微博上有个热门话题是“穿汉

服是怎样的体验”，有上千人参加。

近年来，“汉服热”一再被提及，不仅

街上穿汉服的人开始变多，各大高

校或一些中学也出现了汉服社团，

在各大热门景区穿汉服拍照的游客

甚至成了一道风景线……但是，“汉

服热”真的“出圈”了吗？（8月6日中

国新闻网）

在各大热门景区，穿汉服拍照的

游客甚至成了一道风景线。然而，汉

服成“风景”，远非吸引眼球这么简单，

其积极意义，已经超过了汉服热本

身。因为，几乎在每年，各地均会开展

汉服文化推广活动，而且，许多90后、

00后乐在其中，表明了当代年轻人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望和传承；特别是

宣传和推广汉服文化，正在对周围的

人和环境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事实上，弘扬和传承以汉服为

代表的民族文化，并不是一种个别

现象。近年来，从专家、学者、大学

生，到普通市民，均在不遗余力地推

进汉服文化的复兴。与此同时，汉

服爱好者们自发形成的社团，也在

日渐壮大。北京汉服协会会长采娈

介绍说，2009年协会成立时，参加活

动的只有几十个人，目前注册会员

已有1000多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发自内心地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在

他们眼里，每一件精美的汉服背后，

都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积淀千年的

美学内涵。

可见，汉服从一个鲜为人知的

模糊概念，变成了有严谨定义、有典

籍研究、有理论支撑、有实践队伍、

有媒体关注、有较为广泛的人参与

的一种文化现象，并且迅速融入到

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与现代生活日

渐和谐共存，并开始给人们的社会

生活方式，提供了新的选择。

城市“汉服热”，传递文化情怀。

从大视野来看，重建民族自尊、弘扬华

夏文化、重塑中华文明，成为人们参与

推广汉服文化的初衷，表现出了对民

族、对国家、对祖先流传下来的传统文

化的真诚敬意和复兴的坚定决心。“汉

服热”升温，是一种文化自觉、一种文

化自信。而这种自觉和自信，会让我

们不由自主地循迹而上，把目光投射

在历史遗留下来的衣冠文化上。汉服

文化，是我们了解历史的一个途径，但

不是唯一途径；或许，这就是传承汉服

文化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继地铁6号线试行强冷、弱冷车厢分区设置

后，从8月5日首班车起，北京地铁在2号线、13号

线车厢试行强冷、弱冷分区设置。截至目前，北京

地铁已经有三条线路采用了这种“同车不同温”的

人性化的空调开放模式。（8月6日《新京报》）

北京地铁6号线试行“同车不同温”赢得了

一片赞誉，的确这是地铁服务人性化的具体举

措，替乘客考虑，兼顾不同群体的“温感”需求，

这样的夸赞或许不只是乘坐的获得感，更多恐

怕还是被尊重心理的满足，无疑这对地铁运营

来说具有启示意义，抑或如此，“同车不同温”的

做法在北京地铁开始逐步推广，呈普及之势。

当然，无论如何都是良善之举。

而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同车不同温”到底

效果如何，恐怕还有待实践的检验。在北京 6

号线推出此举时，就有不少乘客反映，体验感并

不是想像那么充分：一是在高峰时段，没有办法

选择温区；二是高峰时段，车厢乘客拥挤，强冷

区还是显得很热。

其实，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车厢环境的温

度，与乘客流量有很大关系，同时，车厢环境温度

与空间设置温度并不是一个概念，而乘客尽管个

体之间对温感有所差别，但也有相对舒适的共同

区间，这个区间是否能够得到共同满足，主要还

是取决于环境的即时温度，而非静态的空调温度

设置。通过分区的办法，设置强冷和弱冷车厢，

可以让部分车厢尽快以及较长时间保持相对的

环境低温，但不是绝对的，也有可能出现高峰时

段不够冷，而非高峰时段则会“冷死狗”的现象。

“同车不同温”尽管富于人性化，却仍然是

机械的方法，还有可改进的空间。比如，可以考

虑以车厢环境恒温为参照系，如始终保持 26

度，以乘客流量动态变化来调控空调制冷效果，

即动态的智能化控温方式。如此，既可以解决

好乘车阴凉的普适诉求，还可以让地铁车厢控

温符合节能环保的要求。当然，这可能涉及到

地铁空调设备及控温技术的局限，但从长远来

看，未必不是未来的方向和趋势。

唯利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