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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硬 伤 的 旧 轮 胎 被 裹 上 几 层 橡 胶 ，加
热、铸造花纹后以新面貌进入市场；小轮胎
被强行塞进大轮胎，号称承载力可增数倍；
钢丝断了的旧胎照样用，没有质检流入市
场……

废 旧 轮 胎 翻 新 本 是 节 约 资 源 、实 现 轮
胎减量化的好方法，但新华社记者在山西
省汾阳市调查发现，一些小作坊将不合格
的废旧胎体翻新，工艺不规范，甚至没有基
本的质量检测设备，产生行车安全隐患。

根 据 工 信 部 2020 年 发 布 的《废 旧 轮 胎
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轮胎翻新应建立
稳定的产品质量保障系统，采用钉孔检测、
轮胎充气压力检测等产品质量检测设备，
对翻新轮胎产品实施全流程质量管理。然
而，记者走访多家小作坊，没有看到一家拥
有相关设备。

按照《载重汽车翻新轮胎》国家标准，
翻新轮胎必须标注“翻新”字样、翻新次数、
翻新批号。记者询问多个卖家，其翻新的
轮胎均没有符合国标规定的相关标志。

近 几 年 ，问 题 翻 新 轮 胎 引 发 多 起 交 通
事故，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业内人士呼
吁，轮胎翻新事关公共交通安全，应发挥地
方主管部门、行业机构等各方作用，加强市
场监管。

针 对 新 华 社《山 西 汾 阳 小 作 坊 翻 新 轮
胎调查》披露的问题，6 月 30 日，汾阳市开
展专项整治，关停、查封了一批违规生产的
小作坊。7 月 1 日，该市召开橡胶行业违法
违规生产经营整治工作会，要求对有证企
业全面巡检、对无证企业坚决取缔、对违规
企业进行处罚。

热点时评 ＞＞ 任翔宇任翔宇

有话直说 ＞＞ 老老 穆穆

曾 引 发 广 泛 关 注 和 热 议 的“ 围 墙 挡
景”事件有了转机。近日，云南九龙瀑布、
陕西黄河壶口瀑布等景区沿线公路的围
墙被拆除，网友纷纷叫好。

好好的自然景观非要用围墙挡住，而
且一处筑墙，多地效仿，砌墙的出发点引
发公众质疑。尽管当事部门或地方政府
大多对此作出解释，但其冠冕堂皇的理由
难以服众，网友纷纷指责：这些挡景的围
墙“堵”了民心。

一些地方之所以在景区沿线道路设置
围墙，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游客安
全”，认为沿线如果有风景“暴露”，会分散
司机注意力、吸引游客驻足围观，增加交通
安全风险；二是为了景区能卖更多门票，选
择围挡景观而不让过客“白占便宜”。

自然景观建起围墙防人“偷窥”，这种

做法于法无据——若未开发建设没有增
值服务，建个围墙、圈块地就要收费，实在
说不过去。从另一个角度看，发展地方旅
游，不能光盯着圈景收票，过度依赖门票
经济会影响旅游综合收益，这也是国内不
少景区争相减免门票、努力构建全域旅游
的重要原因。

“围墙障目”不仅挡住了游客对景区
的向往，也暴露出一些地方发展旅游经济
的短视。

其实，解决景区沿线的安全问题，完
全可以寻求更令人舒适的方式方法。

比如，恒山隧道北口路边的防护墙就
很说明问题，这堵长约 300 多米的防护墙
与 悬 空 寺 临 谷 相 望 ，砌 筑 之 时 就 没 有 垒

“死”，而是设计了十几个扇形“窗口”，在
保 护 行 车 安 全 的 同 时 ，方 便 过 路 者 通 过

“窗口”一睹悬空寺真容，极其人性化。
此次黄河壶口瀑布景区的整改也做

了充分考量，当地邀请交通、地质、景观、
文旅等方面专家，进行多次讨论后，综合
观景与安全保障，选择了“安全墙”的替代
性方案。这也充分说明，以安全为由的刻
意遮挡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明智的。

纠正挡景卖票的行为，必须跳出“门
票经济”的狭窄视野和思维局限，树立长
远发展理念，在丰富景区业态、拓展消费
场景上下功夫，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
可能保留完整的公共风景。

思路一变天地宽。景区管理和运营
只有融入更多智能化、信息化要素，采取
更加柔性的管理模式，才能增强游客的亲
近感和满意度，才能赢得好口碑、收获满
堂彩。

拆掉挡景围墙是个明智之举

春迎杏花，夏望皎月，秋有红叶，冬拥
白雪。一年四季，走进山西省大同市天镇
县李二口村，总能欣赏到不一样的古长城
美景。这个几年前还很普通的村落，如今
走上了文旅融合发展的振兴路。（大同晚报
7月 5日）

古长城活了，小村庄火了。这样的景
象，实在太美了。

大同自古有“北方锁钥”之称，战略地
位十分重要，几乎历朝历代在大同都有过
长城修建，长城形态十分完备，长城文化精
彩纷呈，堪称“长城文化博物馆”。大同长
城见证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民族多元文化的
融合，多元文化融合意味着历史和未来的
和谐，不仅在古代发挥着军事和边贸、文化
交流作用，在当下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中
的重要一环。

李二口、得胜堡、守口堡、八台子、平型

关……大同长城绝大部分地段如今依然保
持着足够的完好程度，那些烽、堠、墩、台、
城、堡、墙、关、口，依然矗立在大同大地上，
默默地见证着我们生活的变迁。关于大同
长城的研究、摄影和旅游开发，近年来开始
逐渐升温，清明时节的“杏映长城”、盛夏时
节的“冷月边墙”、仲秋时节的“长城红叶”、
寒冬时节的“雪拥坚关”等长城景观美不胜
收，昔日的边塞古堡，正向着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的愿景华丽转身。

让古老的长城在当下依然鲜活，离不
开战略决策。从省委、省政府打造“黄河、
长城、太行”三大板块旅游总体布局，到市
委、市政府积极推动一批长城关联重大工
程项目落地实施，“大同长城——云中要
塞·融合大同”“天镇——天成古镇·新晋商
堡”“阳高——长城花语·三晋杏乡”“新荣
——关贸古堡·得胜之路”“左云——摩岭

和韵·赛道长城”“灵丘——烽火记忆·壮美
长城”的形象定位已渐入人心；长城一号旅
游公路贯通；打造了李二口、平型关大捷等
4A 级长城主题景区；开通运营了长城线路
的全域旅游直通车；创排了蕴含边塞文化、
长城文化的《北魏长歌》《天下大同》等精品
文艺剧目，围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取
得了阶段性的明显成效。

让古老的长城在当下依然鲜活，离不
开长城人家的坚守与创新。“思考古长城是
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一定要在现有的基
础上好好开发；村民的房子可以改造成民
宿，公路两旁可以种油菜花、向日葵，供游
客观赏……”的挂职干部，“以前俺们只知
道干农活，又累又穷，自从村里搞热了旅
游，俺们拿的分红多了，做的刺绣还能卖
钱，觉得日子有奔头”的村民邓金花，把村
民们的剪纸作品装裱好、把以李二口村为

核心设计的文创产品整理好、用这些产品
变成“中华阁”文创产品基地的大学生村
官，让以研学、教育和乡村旅游为主要目
标，标定“研学、游学、旅游、文创、康养”文
旅融合路径，整合长城文化和旅游资源，全
面提升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的长城文旅这
盘“大棋”不再是纸面设计，而是实实在在
的有人想、有人干、有人带领大伙逐步壮
大，往日门前罗雀的“空心村”向游人如织
的“文旅村”蝶变。

古长城的“活”与小村庄的“火”，在于
我们不仅要主动理解长城，不断探索深厚
的长城文化，也需要在长城文化的精神滋
养中紧跟时代，以人为本。串联大同长城沿
线各类文物和文化、自然生态资源点，通过
特色发挥、差异化表达，在全面展示大同长
城的文化景观和生态价值的同时，以特色做
出新增长，绘就强村富民新画卷。

欣看古长城之“活”与小村庄之“火”

有感而发 ＞＞ 魏冬妮魏冬妮

近日，云州公安分局交警大队运用无人
机，通过高空立体摄录，快速勘查事故现场。
大大减轻了基层事故处理民警的工作负担，
提高了工作效率，有效缓解因事故造成道路
拥堵时长压力。（《大同晚报》7月5日）

把无人机运用到交通管理中，是一件
让公共服务更加高效的好事。

处理交通事故是一件令司机和交警都感
到十分麻烦的事情，尤其是交通事故发生在车
流人流密集地段时，双方车主报警、协商将会
长时间占用公共车道，常常会造成交通拥堵，
交警也常常因为交通拥堵而不能及时抵达事
故现场。

无人机小巧轻便，可以飞越人们无法到
达的区域，如今已得到广泛运用，如街景监控
与检查、电力巡检、交通监控、环境监测、农业
植物保护等，有了科技的加持，不仅有效提高
效率、节省人力成本，还能降低工作中的风险。

创新社会管理能力，科技支撑必不可
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开始运用在
社会治理中，有效推进了智能化、智慧化，大大
提高了办事效率，增强了群众满意度。如我市
在高考期间利用雷达探测道路，排除马路的危
险和隐患；利用高精度无人机进行矿山测绘；
在银行、餐厅、博物馆、超市等公共场所广泛使
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逐渐出现在公共服
务中的更多新应用、新场景之中，让服务更细
致，沟通更便捷。

大到系统化的城市管理，小到一株绿
植是否健康，如今都有系统的监控和管理
方法……在科技的引领下，我们的生活将
更智慧、更安全、更便利。

科技赋能
让生活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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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一刀默一刀
““怪怪””胎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