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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莎莎

如今，在聊城，人们每一天的开始和
结束都伴随着一种特别的仪式——来自
城市天桥电子屏“早安聊城”与“晚安聊
城”的问候。这不仅是一句简单的问候，
还是一种生活的仪式感，让早起上班和
晚上归家的人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聊城市城市管理局市政中心公共
空间管理科副科长陈睿介绍，他们在市
城区7座天桥电子屏上制作了早安、晚
安系列公益广告，早上 7 点 30 分至 35
分，播放“早安聊城”；晚上9点27分至
30分，播放“晚安聊城”。

唤醒仪式感，营造积极向上的氛

围。仪式感在现代城市生活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它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
种对生活热爱的表达。一句“早安聊城”
与“晚安聊城”看似简单，却为人们平凡
的日子增添了诗意，诠释着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最近，小城经济悄然兴
起，各地早市在社交媒体刷屏，成为烟
火人间的生动注脚。早市的魅力在于
市井喧嚣，而“早安聊城”与“晚安聊城”
的问候，也是对“满是生活”城市氛围的
营造。这种仪式感，让人们对每一天都
充满了期待，也在城市赋予的温情中增
强了文化认同。

以文塑城，释放积极效应。“城，所以
盛民也。”城市的核心是人，做好城市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让人民群
众在城市里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
好。公益广告发挥着调节情绪、表达情
感、沟通社会的功能，比如“早安”“晚安”
的问候，虽从小处着眼，却传递了满满的
正能量，成为城市特有的文化景观。让
人印象深刻的还有，2023年4月3日晚，
我市各大地标建筑为“齐鲁时代楷模”杜
立芝亮灯，在全市掀起向杜立芝学习的
热潮，引导市民树立正确价值观。在聊
城，一个个公益广告，如同一张张精美的
名片，展现着城市形象及城市文化精神
内涵，让经过的人们体悟聊城的独特魅
力，让聊城的城市形象以更快、更好的方
式传播。

以人为本，让城市充满温情。市民是
城市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也是文明成果的
最大享有者。面向大众的公益广告，也肩
负着“彰显人文精神内涵，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的使命。2022 年，贵州“两会”召开前
夕，全省户外智能屏、地铁电视屏集中播放
人民群众收到“民生红包”后的笑脸，展示
群众过去一年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为省“两
会”召开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

如今，聊城的晨曦与夜幕，因为有了
“早安聊城”与“晚安聊城”的问候，变得更
有人情味。这是城市与市民之间不言而喻
的默契，是人们日复一日生活中的一抹亮
色。是的，无论世界如何变化，这座城市始
终以它独特的方式，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

“早安晚安”背后的城市暖意

□ 刘庆功

在当今流量经济时代，网络流量蕴
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成为众多个人和
平台获取利益的载体。因此，如何破解

“流量密码”，就成为在流量赛道上的竞
争者能否胜出的关键。

所谓“流量密码”，从本质上来说，指
的是在网络环境中，能够吸引大量用户关
注、浏览和互动，从而产生高流量的方法
或技巧等。不难看到，有许多优质的内容
创作，像制作精良的科普视频、感人至深
的正能量故事、博古通今的历史文化传播
等，它们为社会大众带来知识的拓展、心
灵的滋养以及文化的传承等诸多社会价
值的同时，也帮助创作者或相关平台成功
实现了经济价值，成为流量经济中健康且
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然而，也有一些人将心思用偏，把
流量密码扭曲为其“唯利是图”的工

具。他们通过制造虚假信息、传播低俗
内容、恶意炒作等不良手段来博取眼
球、吸引流量，进而谋取私利。

近年来，这种通过弄虚作假骗取网
络流量的事件并不少见。

近日，有媒体报道，一假冒“周克华
情人张某英”的账号，妄图借刑事案件的
余波吸引流量，吸引了超过1万粉丝，全
然不顾对当事人权益的严重侵害以及对
社会公序良俗的破坏。事件曝光后，该
账号被封禁。另外，此前媒体曾曝光网
上出现的不少在联合国总部打卡的网红
博主，当事人被包装成在联合国出席会
议或演讲，打造虚假精英人设。他们将
流量密码扭曲为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捷
径，为了一己私利，不惜践踏法律红线与
道德底线，将网络空间搅得乌烟瘴气。

流量密码本应是创作者凭借优质
内容、独特创意与真诚态度去开启成功
之门的钥匙。但当唯利是图者掌控了流

量密码，一切都变了味。他们以虚假信
息误导公众，以低俗内容腐蚀心灵，以恶
意炒作破坏和谐。这不仅让广大网民深
受其害，也让网络平台面临信任危机。

因此，必须对那些为追逐流量而弄
虚作假的行为零容忍，让网络空间真正
成为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美、促进社
会进步的广阔平台。这就要求监管部
门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网络违法违
规行为，让弄虚作假者付出沉重代价。
平台方更应肩负起社会责任，优化算法
规则，强化内容审核，精准识别并封禁那
些唯利是图的不良账号。而广大网民也
要提高自身素养，增强辨别能力，不轻易
被虚假表象所迷惑。唯有全社会齐心协
力，让流量密码回归正途，让流量经济在
健康发展的轨道上运行，方能营造出一
个风清气正、井然有序的网络流量新生
态，推动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健康、可持续
发展。

莫让流量密码被唯利是图者篡改

□ 刘学

近日，深圳市福田区连
夜拆除不锈钢盲道并更换
为水泥盲道的新闻引发关
注。更换盲道这一举措回
应了此前脱口秀演员“黑
灯”对不锈钢盲道让盲人

“雨天瞎滑”现象的吐槽，当
地发现问题后连夜进行整
改，也得到了网友的称赞。

据了解，不锈钢材质
设施因为施工方便，且符
合许多城市追求“高档化”

“国际化”审美需求，近年
来在不少城市流行。确
实，不锈钢盲道，看上去光
亮好看，但走上去确实打
滑，尤其是雨雪天。不锈
钢盲道不仅成不了视障者
的“安全通道”，反而加大
了他们出行的风险。网友
不禁要问，当初，不锈钢盲
道是如何被堂而皇之地铺
到路面上的呢？“不锈钢盲
道”的背后又是一种什么
样的思维在作怪呢？

一建一拆之间，浪费的
是公共资源，折射出一些地
方在规划建设无障碍设施
时存在重“面子”不重“里子”的问题。

就拿盲道建设来说，可以选择的材质有
很多，比如水泥、橡胶、大理石等。种种考量
中，美观固然是一方面，却唯独不能忽略防滑
性能的测试，对于真正使用盲道的盲人来说，
安全才是更为重要的“里子”。没有了“好用
实用”的“里子”作支撑，这些“亮丽”的设施只
能沦为摆设，甚至成为另一种障碍，最终难逃
被拆除的命运。

这不禁让我们思考：在城市快速发展的
过程中，我们是否过于追求速度和规模，而忽
视了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至关重要的细节？
客观地说，城市建设是一个不断探索与完善
的过程，出了问题应勇于面对、及时解决。包
容性城市建设的核心在于“人性化”和“精细
化”，应从政策制定、规划设计、建造、运营维
护等方面全方位体现人文关怀，听取实际使
用反馈，真正为特殊群体创造便利、安全的出
行环境。

公共设施从设计到管护的全过程无一不
考量着城市的治理智慧和文明格局。在继续
解决“有没有”的同时，也要进一步思考“好不
好用”“管不管用”的问题。让城市的每一个角
落都充满人性温暖和人文关怀，需要把一座城
市真正的“里子”维护好。如此，才能打造出更
加宜居的城市环境，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
不
锈
钢
盲
道
﹄
折
射
城
市
规
划
盲
点安全过马路 不做“低头族” 辛政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