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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莎莎

4月21日，“山东全民阅读在线”
数字平台上线，平台整合全省各地阅
读数据资源，让读者免费使用，并根
据定位向读者推荐附近的阅读活动
信息、阅读空间。平台运行一月有
余，海量资源、免费阅读，为读者带来
知识盛宴。

如今，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数字阅读已成为读者获取信息、
学习知识的重要方式。4月24日，在
杭州举行的第九届数字阅读年会发布
了《2022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数

据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
模达5.3亿，同比增长4.75%。

集合3.8万册图书（第一期）、3000
种期刊、10000集视频讲座，5000集听
书、400门文化慕课、1000种儿童绘本
等内容的“山东全民阅读在线”数字平
台，无疑会为全民数字阅读拓展边界。

如今，传统纸张承载的印刷文字
转变成电子设备中的符号编码，数字
阅读空间汇聚了巨量的情感、语言、
文字以及抽象符号，数字技术创设的
场景为传统文本提供了“栖息空间”，
读者得以在其中进行文本阅读与情
感互动。

当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
字阅读已不再局限于文本的数字化
载体呈现，转而深化至新的融合阶
段，拓展成为一种多感官、全媒体，且
具有社交功能的社会化实践。比如，
职场人在通勤路上可以打开“听书”
频道，戴上耳机听一段感兴趣的内
容；读者可以在评论区热情互动，讨
论经典、答疑解惑。

打开小程序，便可触及海量阅读
资源，获得身边的读书活动信息。我们
不妨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在数字知识
集市中获得新知，在线下读书活动中分
享感受。这，注定是场美丽的遇见。

让数字阅读成为一场美丽遇见

城市道路两旁的停车泊
位，本是为市民停车提供便
利，但却经常被“花式”占领，
这不仅浪费了本就有限的公
共空间资源，也给需要停车
的群众造成不便。

近期，聊城交警发文将
对辖区内沿街商铺公共停
车位存在的各种侵占行为
进行集中清理整顿，“让位
于民”。广大商家、市民也
要提高自觉守法意识，坚持
文明使用公共车位、有序停
放。只有让公共车位回归
公益属性，才能促进城市停
车资源高效有序利用。

漫画：侯明明 文：赵鹏

公共车位要
回归公益属性

羞耻心是人们基于一定的是非观、荣辱观
而产生的一种自觉的求荣免辱之心，是人们珍
惜、维护自身尊严而产生的情感意识。知耻是
促成道德行为的心理动力，是人之所以为人最
基本的道德自觉之一。孔子说：“道之以政，齐
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
耻且格。”在孔子看来，德治之所以有效，能起到
治本的作用，是因为它能使人树立羞耻心；一旦
人皆知耻，社会治理就不困难了。

知耻心是建立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一道道德
堤防。这道堤防若能稳固，则可做到“邪事不
生”；这道堤防如果缺口崩溃，各种丑恶就将横
行于世。一个缺失了起码羞耻心的人，必将无
视社会规范、道德准则，以至于肆无忌惮、无所
不为。在古今中国人的话语中称他人无耻是非
常严厉的责骂、鄙视，原因即在于此。

知耻对人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首先，知耻不仅能使人“不从枉”，还能激励
人奋发向上。这是因为羞耻心不仅使人“免
辱”，而且激发人“求荣”；不仅使人憎恶丑恶、卑
劣，而且使人向慕美善、上进。所以，知耻心又
是与上进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知耻心能使人
因羞愧而奋发，因追求更高的目标而自我鞭策，
激起不甘落后、积极向上的自强精神。其次，知
耻心对完善个人和社会来说都十分重要。从孔
孟起，我国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无不高度重视羞
耻心的教育、提倡，认为“耻者，治教之大端”。
顾炎武甚至认为，在礼义廉耻这“国之四维”中，

“耻为尤要”，乃四维之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重知耻思想是值得我们珍视和发扬的。

（选自《中华传统美德教育读本》，部分文字
有改动）

论知耻

□ 张颖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到一座城
市小到一家企业，都需要塑造良好的
品牌形象。一个有见识的城市，一定
会将自己的舆论氛围营造好，从而获
得更大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良好的舆论环境就是生产力。
历史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都离不开正确舆论的引导和指路。
在这方面，近年来也不乏成功的案
例。远的有浙江安吉连续两任“媒体
人”县长坚持“卖山卖水不如卖风
光”，最终让安吉因“中国美丽乡村”
而蜚声中外，为“两山”理论提供了生
动实践。近的有淄博引得各地游客
竞相“赴淄赶烤”，进一步增加了山东
游的热度。

当然，因舆论吃亏的反面案例也

很多。比如，淄博爆火之后，有些城
市也申请“出战”，结果不是被外地游
客怒怼，就是被本地网友劝退。

实践证明，好的舆论环境，能为
企业成长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
风清气朗的空间；反之，差的舆论环
境，会成为一个地方发展的阻碍。
说到底，舆论形象和舆论环境是一
系列信息输入输出的结果，这需要
地方政府部门持续发力打造良好环
境，也需要人人参与共同呵护城市
形象。

“处处是美景，人人是形象。”这
是旅游界的俗话，却不是一句虚言。
相信许多人都会有真切的感受：人，
可以煞风景，也可以为风景“锦上添
花”。一座城市要打出品牌需要经历
漫长的过程，但一句调侃恶评就可能
对城市品牌建设产生巨大的负面影

响。特别是在“所有人对所有人传
播”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快
速发展极大改变了社会的信息交流
模式。在互联网的舆论场里，我们人
人都代表自己的家乡，人人都应牢记
舆论就是生产力，提高明辨是非的能
力，不被网上负面舆论和所谓“八卦”
误导，自觉维护城市形象。

我的城市我来爱，我的家乡我守
护。文明的言行是长久的城市风景，
文明和谐的城市品牌需要所有聊城
人共同维护，这不仅体现在日常工作
生活中，还应落实到虚拟的网络世
界里。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勇敢地
对地域黑和键盘侠说“不”，更好地
坚守法律与道德的底线，做遵纪守
法和精神文明的捍卫者，全方位守
护城市形象。

良好的舆论环境就是生产力

□ 鞠圣娇

最近，一名6岁女孩陪妈妈做头发，拿着店
里的剪刀，剪去了一位顾客的大把长发，该顾客
报警。经过警察调解，最后女孩妈妈赔了这位
顾客1万多元。

6岁的孩子，妈妈能够带她到理发店，放心
让孩子在自己做头发时独自玩耍，说明孩子心智
正常。孩子却从理发店的橱子里拿到剪刀，对着
陌生人的头发下手，让很多网友认为孩子缺少管
教，家长赔钱也应该，这1万多元算是“学费”。

应该说，6岁的孩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上了幼儿园、有过集体生活的他们是懂得一些
社交礼仪和处事规则的。但这并不能成为家长
可以对孩子放任不管的理由，毕竟理发店是公
共场所，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这位妈
妈自己一边做头发，一边聚精会神地玩手机，顾
不上管孩子，着实有点心大。

说起公共场合骚扰别人的“熊孩子”，很多
人都会咬牙切齿，因为“熊孩子”背后有不作为
的“熊家长”：有的家长认为爱玩是孩子的天性，
纵容孩子在公共场合嬉闹、跑跳，甚至影响他
人；有的家长对社会环境充满信任，留下孩子
独自玩耍，自己却在一边玩手机；还有的家长在
孩子稍有失误时，就大声责骂孩子，这反而激起
了孩子的反抗心理，导致情况一发不可收拾。

家长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在公共场合更应
该尽到监管责任。希望这1万多元的“学费”，能
给家长提个醒，须知懂事的孩子还得靠家长教
育。家长适时提醒孩子保持礼貌、遵守公共秩
序，这一方面是为了他人着想，另一方面也是教
孩子用规则保护自己。如此，才能引导孩子健
康成长。

为人父母
请尽到幼儿监管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