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观点 2025年7月8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 崔淑静 美术编辑 / 张锦萍 校对 / 李丽

□ 侯莎莎

夜幕降临，城市霓虹闪烁、游人如
织。从九州洼月季旅游景区同心湖畔的
露营基地到铁塔夜市的烟火气息，从保
利大剧院的艺术盛宴到百大三联商场的
智能家电消费，“夜经济”已成为拉动城
市消费升级、激发消费潜能的新引擎。

如何让这股热度持续释放，成为推
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这需要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消费者参与；需要
各方积极创新、凝聚合力，从精细化管理
层面下功夫，在对接消费需求上出实招。

多元业态，“夜经济”活力之源。“夜
经济”的持久热度，源于业态的多元化与
创新性。聊城的“夜经济”已超越传统的

“逛吃”模式，呈现出“食、游、购、娱、体、
展、演”的全链条消费场景。例如：“云野
湖畔·城市营地”将露营与水幕光影秀结
合，让市民在“家门口”体验微度假的惬
意；临清东宛园以非遗打铁花、夜光龙狮
等演艺节目为核心，打造沉浸式夜游项
目；“大冰的小屋·百城百校音乐会”以民
谣为媒介，为年轻人提供情感共鸣的空
间。这些新业态不仅满足了市民对高品
质生活的追求，更成为城市文化IP的载
体，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业态创新，离不开年轻力量的推
动。在聊城，90后、00后摊主正成为“夜
经济”的主力军。他们以“后备箱集市”、
文创酒馆等形式，将艺术创意与商业运
营结合，如米市街的“四文铜钱”小酒馆，

以鲁迅文学为主题，赋予中式酒馆以文
化内涵。年轻化、个性化、品质化的消费
趋势，是“夜经济”持续升温的关键动力。

政策赋能，为“夜经济”保驾护航。
“夜经济”的繁荣，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支
持与基础设施的完善。近年来，聊城以
打造“夜享水城”城市品牌为目标，培育了
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高品质夜市和多
业态融合发展的“夜经济”场景。注重“文
化+商业”融合发展。以“江北水城 两河
明珠”的历史底蕴为依托，将京杭大运
河、水上古城等的漕运文化、非遗元素融
入夜间消费场景，形成差异化竞争力。

让“夜经济”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
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一道经济课题，
也是一道治理考题。怎样对夜间文旅消

费集聚区进行合理规划，避免同质化、低
水平建设？怎样进一步完善交通、停车
场等基础设施，提升治安管理、噪声控
制、垃圾处理等公共服务水平？答案是

“精细化管理”。我市规范夜市管理，解
决占道经营、垃圾处理等问题；统一规
划铁塔夜市摊位、优化支付系统，打造
出繁荣、安全、有序的夜间消费环境。
此外，民警夜市巡逻喊话，让市民安全感
爆棚。

以创新业态丰富供给，以政策支持
优化环境，以温情治理保障就业，相信聊
城的“夜经济”不仅能热起来，更能热得
久。如此，夜晚的聊城会成为市民的幸
福栖居地、外地游客的心驰神往处，为城
市经济发展注入不竭动能！

让“夜经济”热起来更能热得久

□ 李丽

“防晒霜0岁适用”——一句看似贴
心的设计，却是对科学常识的公然挑战：
不足六月龄的婴儿根本不宜使用防晒产
品。然而这并非个例，市场上琳琅满目
的“儿童食品”更常沦为文字游戏：包装
上卡通形象活泼可爱，配料表里却藏匿
着与普通食品无异的糖盐含量，甚至更
高。种种乱象警示我们，“儿童”标签正
被扭曲为牟利工具，亟须有关部门加强
监管，为孩子们打造一片消费净土。

儿童标签不等于安全承诺。商家牢
牢把握父母爱子心切的心理——总想把
最好、最健康的东西买给孩子。于是，

“儿童专用”成为商家营销的话术，并取
得了“点石成金”的效果。然而，央广网
记者调查得知，贴有儿童标签的食品价
格翻倍，却未必物有所值。所谓“儿童牛
排”，可能只是普通牛肉切割得更小；“儿

童奶酪”的钠含量竟比普通款还高。当
产品品质名不副实时，就可能对儿童的
健康造成潜在威胁，而不单单是为溢价
买单了。据中国之声记者调查，今年 3
月，湖北武汉的张女士在网购平台上选
购了一款儿童防晒霜，商家宣传“0 添
加”、敏感肌可用，也无致敏成分，但她4
岁的女儿使用后，却出现大面积疹子等
过敏症状。

提升认知是抵御智商税的首道防
线。面对眼花缭乱的贴有“儿童”标签
的产品，家长须增加知识储备，理性消
费。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儿童用品适用标
准，比如儿童防晒霜，要有“小金盾”认证
标识；关于“儿童食品”，我国只针对0—3
岁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奶粉、辅食制定了
相应标准，而3岁以上儿童的食品标准，
目前还是空白。购买儿童用品，需先细
读配料表与营养成分表，而非被包装上
的“儿童”二字或卡通图案轻易俘获。国

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夏群英介绍，能够满
足孩子在各个年龄段对营养需求的食
品，才能真正称之为“儿童食品”。普通
的食材，经过科学合理的搭配制作出来，
完全能够满足孩子健康成长的需要。与
其关注“儿童食品”，不如增加儿童饮食
的健康知识。

完善法规与标准，加强监管，守护儿
童健康。不让“儿童”二字沦为随意粘贴
的营销符号，当务之急，是加快填补“儿
童食品”标准空白，制定更严格、更适配
儿童生长发育需求的安全与营养规范。
同时，市场监管必须精准发力，对虚假标
注、夸大宣传等行为施以重拳，让逾越红
线者付出高昂代价。

当“防晒霜0岁适用”这类明显违背
常识的营销话术不再招摇过市，当儿童
食品真正名副其实，儿童消费市场才能
呈现出一片晴空。这是愿景，更是不可
推卸的社会责任。

“儿童”标签不能沦为虚假营销的噱头

□ 唐传艳

重庆市《无堂食外卖经营服务规范》
团体标准于7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系全国
首个聚焦无堂食外卖全链条服务的团体
标准。《规范》从准入门槛、场所要求、加工
制作、包装配送等六大环节构建起全链条
监管体系，填补了行业标准的空白。

“无堂食外卖”模式的兴起，对于商户
和消费者都大有好处。这种模式省去了
店面租赁、装修等成本，只需通过线上平台
接单，即可完成食品加工与配送，降低了创
业门槛。另外，“无堂食外卖”具有虚拟性、
隐蔽性等特征，使其监管难度远超传统餐
饮行业。此次出台的《规范》可以针对性地
化解这些监管难点。比如，在准入环节，明
确要求商户必须持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并
实施“明厨亮灶”，从源头杜绝“黑作坊”入
网。全国首个“无堂食外卖”团体标准出
炉，标志着该行业从野蛮生长向规范发展
迈出了关键一步。 据《北京青年报》

为无堂食外卖
全面套上监管紧箍

□ 李松林

正用导航开着车，车机系统却弹窗推
送购车享积分的广告，遮住大半个屏幕，
导致车主看不清导航错过高架桥出口，无
奈绕路行驶。

城市交通车流量大、路况复杂，靠导
航出行已成为不少人的习惯。车机系统
推送弹窗遮住导航，无异于捂住司机的眼
睛，极易带来安全隐患。

车机系统何以屡屡给人添堵？一个
原因是，车企竞争日趋激烈，车机广告收
入已成为一些车企收入的重要补充。当
前，相关法律法规对车机系统频繁弹窗等
行为尚没有具体界定，即使被投诉、被曝
光，企业往往也只是“道歉、整改”了事。

无论技术如何升级，智能车机系统的
核心功能，都是方便司机用车、保障驾驶
安全，而不是将车载大屏变成自家的广告
位。相关部门不妨通过强化企业自律、制
定行业公约等方式，鼓励车企优化车机系
统的运行逻辑，让弹窗的时机、频率和场
景更科学、更安全。同时，要尽快完善相
关规定，划出智能车机系统弹窗广告可为
与不可为的边界等。只有规定更明晰，智
能车机系统才不敢任性。 据《北京晚报》

导航弹广告
无异于捂司机眼睛小伤大治 辛政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