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报早评晚报早评 052024年 11月 12日 星期二
本版责编 穆 亮

李法明李法明//画画 穆穆 亮亮//诗诗

诗画同评画同评

““先用后付先用后付””莫跑偏莫跑偏

本期热评 任翔宇任翔宇＞＞

有话直说 ＞＞ 老老 穆穆

遏制“天价彩礼”，倡导文明新风

为了使群众出行更加便利，今年，我市
新建了 100 座公交站亭和 60 座电子站牌，
不仅满足了乘客候车时遮阳挡雨和休息服
务的需求，还可以让市民享受到更加优质
便捷的公交出行和信息实时查询服务，有
效提高了公交智慧化、便捷化服务水平，使
城市公共交通智慧出行得到进一步普及，
公交整体服务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大同
晚报》11月 11日）。

在现代城市交通体系中，公共交通作
为市民出行的重要方式，服务质量与运营效

率直接影响着城市运行和市民日常生活，公
共交通的效率和便捷性、舒适度也是衡量城
市文明程度的一项重要标准。大同持续开
展智慧化便捷化公交提升工程，实现交通运
行、管理与服务的智能化、信息化、精细化，
不仅让市民出行的便捷化、高效化、绿色化、
智慧化，不仅通过“智慧公交”给市民出行带
来新体验，也在引领城市绿色出行新风尚。

“智慧公交”催生出行业新生态，推动
了城市交通系统的整体优化和升级。配套
电子站牌，更加直观、及时地为乘客显示线

路车辆实时运行、到达情况，不熟悉使用
“大同公交 App”的老年人也可一目了然实
现公交导乘。“智慧公交”一方面通过大数
据实现灵活调度，精细化管理提升了公交
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另一方面让等车的
乘客更加直观地了解实时运行状况，为市
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公交出行一头连着百姓生活，一头连着
企业运营，既是城市窗口形象，也是民生幸
福纽带。“智慧公交”以数据算力优化交通运
力，用科技赋能交通管理，实现了人工和智

能双驱动，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让出
行更便捷、物流更高效，也让交通运行更安
全、监管更精准。科技赋能之下，安全、便捷、
高效、绿色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满
足了百姓对智慧生活的新期待，也体现出大
同开放共享、生态文明的智慧交通体系不断
提升。

“智慧公交”硬件提升让乘车体验更
好，软件提升让服务更智能，市民少了通勤
时间，感受到更多便利和关怀，道路少了交
通压力，城市因智慧交通更美好。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
村，大力推行移风易俗，倡导红白喜事简
办新办，吹拂着新时代的文明之风。其
中，在男婚女嫁方面，遏制“天价彩礼”的
问题格外引人关注。

受封建观念的影响，高价彩礼长期困
扰着人们，乡村居民为此背上沉重的包
袱，而在不少城市，令人咋舌的高价彩礼
也不鲜见。

彩礼源于我国古代婚姻习俗中的“六
礼”，蕴含着两个家庭对“宜其室家”的美好
愿望，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曾经一直
被认为是判定婚约关系存在的重要物证。

出于对传统习俗的尊重，娶亲纳征也
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是，当今不少
地区，彩礼却异化为虚荣攀比的“爱情买
卖”，不少人将之视为衡量爱情婚姻的“筹
码 ”，甚 至 还 形 成 明 码 标 价 的 地 域“ 行
情”。这既让原本纯粹的婚姻变得“想说
爱你不再容易”，也给部分家庭带来不小
的经济负担，甚至还给未来的婚姻幸福与
家庭稳定埋下隐患。

去年，新华社《部分农村地区高价彩
礼现象调查》披露，近年来，一些农村地区

的彩礼居高不下甚至一路看涨，并出现农
村比城里高、家庭越困难越高等怪现象。

结婚本是喜庆的事，但动辄十几万、
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彩礼成为城乡青年
难以承受之重，让网友直呼“结不起”。

高 价 彩 礼 衍 生 出 一 系 列 社 会 问 题 。
有的人家相亲时先要谈好彩礼，给了彩礼
再开始交往，双方分手因退还彩礼引发的
纠纷时有发生。扭曲的“彩礼观”，不但给
年轻人造成经济压力，而且因彩礼引发的
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日益增多。最高人民
法院披露，近年来，涉彩礼纠纷案件数量
呈不断上升趋势，部分地区还出现因彩礼
返还问题引发的刑事案件。

今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新规，
剑指“天价彩礼”这一社会热点和民生痛
点，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 2 月 1 日正式施行，依法治
理收取高额彩礼的陋习，助力移风易俗。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持续推进农村
移风易俗，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创新移
风易俗抓手载体，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强化村
规民约激励约束功能，持续推进高额彩礼、大
操大办、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

彩礼不能成为婚姻的负担，婚姻也不
能靠彩礼来“成全”。司法部门统一裁判尺
度，明确标准、定分止争，对于治理“天价彩
礼”有特别意义。人民法院还将通过妥善
审理相关案件，以案释法、依法释理，积极
配合民政、妇联等部门的前端治理工作。

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这是对婚姻美好的祝福，也是对社会文明
的守护。摒弃“天价彩礼”，打造新时代婚
俗，是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的应有之义。

我们相信并期待着，通过标本兼治的
有力举措，打出治理高额彩礼“组合拳”，
同时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整治婚姻不正之
风，把抵制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纳入乡
规民约，持续推进婚俗改革，定能形成文
明淳朴新风尚。

11 月 7 日至 10 日，2024 年中国农民丰
收节金秋消费季“土特产”集中推介活动，在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秀水公园举办，
市农业农村局组织 21家龙头企业，携 200多
款“大同好粮”“大同黄花”特优农产品参加
推介。期间，大同黄花酱、黄花脆、黄花醋、
沙棘汁、沙棘果泥、大同老酸奶、有机羊肉等
产品销售火爆。（《大同晚报》11月 11日）

说起土特产，在人们的印象中，或许是
记忆中“儿时的味道”，或许是现如今走亲
访友的伴手礼，它代表着家乡的风味，承载
着无法割舍的乡愁。随着时代发展和农业
科技的进步，近年来，在我市对农业特色产
业的大力扶持下，许多农产品品种走出原
有的传统主产区，成为“新土特产”。比如
大同黄花，早已不仅是一种蔬菜，开发出黄
花酱、黄花脆、黄花醋、黄花饼……这些“新
土特产”不仅保留了原有的家乡风味，丰富
的产品形式更加适应当代人的口味，也让
更多人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家乡的“宝藏”。

土特产是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产业，也
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要让这些土
特产走出家乡，获得更多市场认可，既要延
伸产业链思维，还要在“特色”上下大功夫。
近年来，我市将土特产融入文化、旅游、生态
之中，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民俗文化、休闲观
光等业态，让越来越多的游客认识到大同特
色，也扩大了我市特色产业的知名度，让本
土特色产业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

如今，“大同好粮”“大同黄花”等特优
农产品能够在各地热销，不仅为当地民众
带来了新惊喜，也为我市特色产业带回了
流量。它是我市农业进步、乡村振兴的见
证，也为特色产业未来发展找到了新路，相
信这一份份实干创新带来的新成果，能够
不断满足消费者的更高期待。

让大同特优农产品让大同特优农产品
更具魅力与活力更具魅力与活力

有感而发 ＞＞ 魏冬妮魏冬妮 如今，多个电商平台都提供
“先用后付”支付模式。对平台来
说，可以鼓励消费，提升交易额；
对消费者而言，无需付款即可下
单，确认收货后再付款，并可在一
定还款周期内享受免息。

然而，但不少用户表示，该
功 能 开 通 容 易 关 闭 难 ，还 会 造
成 错 误 下 单 。 默 认 启 用 的“ 先
用后付”，常使消费者浏览购物
网 页 时 ，稍 不 留 神 就 会 误 点 某
些 商 品 下 单 成 功 ，表 面 看 是“0
元 ”拍 ，但 后 续 会 被 扣 款 ，导 致

“误消费”。
“先用后付”模式的初衷是给

消费者下单时增加便利，并可在
收到商品后查看其品质是否符合
预期，进而决定付款或退换货。
这项举措如果能够充分保障消费

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显然是好
事一桩。然而现实似乎走样了，
默认勾选、“一秒”开通，若想取消
该功能却颇费周折。

不管是默认开启还是难以关
闭，或是“误消费”，都侵害了消费
者的选择权，而且有诱导消费之
嫌。这与饱受诟病的“默认同意”
App 自动扣费、隐藏关闭收费项
目按钮等情形一样，都是利用技
术手段和平台优势自作主张，替
消费者做出选择。

随着网络空间治理的深入推
进，网络购物环境应越来越公平、
透明，而不该换汤不换药的把戏
年年有。给消费者增加选项是好
事，但顺手牵羊、夹带私货的情形
还是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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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公交”赋能市民福祉和城市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