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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五一”假期，大家
为啥都往机关食堂跑？

重庆荣昌、湖北赤壁、浙江衢州、
安徽黟县……这个“五一”，全国多地
政府机关食堂纷纷“开门迎客”，上
演了一出热闹鲜香的“宠粉”大戏。

最先官宣要打开机关食堂大门
的，是在世界网红“甲亢哥”中国行中
刷足了存在感的重庆荣昌。据报道，
荣昌区政府机关食堂首日中午接待
了5000人左右，米饭都蒸了1000多
斤，每次饭一端上来就秒空，饭碗都
不够用了。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
引发热议。（5月2日 央广网）

微评：这个“五一”假期，从江
南水乡到巴渝山城，从荆楚大地到
关中平原，多地政府打开机关大院
大门，用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为
游客搭建起一座座暖心驿站。

这场“开门行动”传递出多重
积极信号。

首先体现政府治理思维的转
变。当机关食堂的餐盘与游客共
享，当政府大院的车位向公众开
放，展现的是城市待客的诚意。

其次，精准对接旅游痛点。苏
州 3.5 万个车位缓解景区停车难，
襄阳 2.8 万个车位配套导航指引，
武汉 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如厕需
求，都显示出精细化治理的智慧。

当各地政府大院满是游客的笑
声，当公务人员变身“店小二”，我们
看到的不仅是假日经济的创新，更是
新时代鱼水情深的延续。这种改变看
似微小，却如春风化雨，润泽的是整
个社会的信任根基。期待这样的“烟
火气”能从节假日走向日常，让每一
个走进政府大院的百姓，都能感受到
温度与诚意。毕竟，最好的城市治理，
从来都生长在民心的土壤里。

■学生网购演出服穿过
后集体退货，店家损失数千元

5月2日，山东菏泽一女店主称，
沈阳一职业技术学校60多个学生四
月底集体网购了衣服，参加完运动会
后集体以“质量问题”为名退货退款。

该店主表示，自己的这个服装
链接因此被封了三个月，三个月卖不
了，损失八千块左右。“学生他们退款
的时候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是老
师强制让买的，老师让退的。”

5 月 3 日，相关词条登上微博
热搜。 （5月3日 光明网）

微评：这场看似普通的消费纠
纷，实则暴露出电商生态与教育责
任的深层隐忧。

电商平台“一刀切”的处罚机制首
先受到拷问。当异常退款集中爆发时，
系统自动封店加罚款的规则是否合
理？这种技术中立的处理方式，实际上
将经营风险完全转嫁给中小商家。

事件中学生群体的行为更值
得深思。在短视频平台，搜索“演出
服七天无理由”竟出现逾万条攻
略，折射出部分消费者对权益的滥
用。当这种“聪明消费”从个人行为
演变为集体行动，损害的不仅是商
家利益，更是社会诚信根基。

涉事学校的危机应对同样耐人
寻味。从初期失联到最终担责，态度
转变背后是否存在舆论压力驱动？
无论是否存在教师授意，培养出如
此多践踏基本商业伦理的学生，学
校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何飞 点评

近日，北京地铁5号线上，一男子以邻座乘客“衣
服一身灰”为由对其进行大声羞辱和指责，引来众多
围观。在争执之时，一位女士挺身而出，主动坐到双
方中间并表示“我愿意和他挨着”。目前，辱骂他人
者赵某峰已被依法采取行政拘留处罚。

尽管辱骂事件已经以法律的审判告一段落，但
其背后关于“公共场合何为体面”之问仍需明晰：何
为体面？究竟谁有权定义公共空间的体面？

对此，不少网友认为“有些人身上特别干净，内
心却特别肮脏”“女孩的家教和修养才是一流的”。
在这起事件中，辱骂者以“衣服脏”为理由羞辱他
人，一方面暴露了自身对于“文明”“体面”的狭隘理
解，另一方面体现了他对于“劳动”和“劳动者”的
轻蔑和歧视。

在对“体面”的定义中，辱骂者言语之间将穿着
的状态与人的道德品质等同起来，认为务工乘客
的衣服不干净就不配去平等获得公共资源。这本
质上是强行定义公共空间的使用规则，借“体面”
之名彰显自身的优越感，进而合理化自己剥夺他人
权利的行为。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提到，当衣服等物品
成为一种社会区分的符号时，处于消费社会中的人

就会被这种符号的价值所操控，进而被“异化”。人
不再专注于个体本身，而是着眼于抽象化的符号，
自由和平等观念就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消解和扭
曲。辱骂者之所以理直气壮指责他人“衣服一身
灰”不应该坐地铁，是因为他把外在衣着和经济地
位、人格尊严粗暴挂钩，仅凭借外在衣着就去居高
临下审判和定义。更讽刺的是，他在争吵时借用“笑
破不笑补”的传统俗语为自己开脱，罔顾俗语本来的

“勤劳与节俭”价值观。
辱骂者的言行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上常见的“伪

体面”。他们常常看重外表奢华的衣饰，而忽视内心
的虚无和愚昧；他们疯狂追逐富丽堂皇的排场，却看
不到背后另一群人的辛勤汗水。这些人将“体面”

“文明”异化为符号的堆砌，沉溺在空洞的炫耀和沾
沾自喜中无法自拔。

反观解围女士的挺身而出和仗义执言，才是
以行动定义了体面的内核：体面不是外表的无
瑕，而是内心的尊重与包容；不是傲慢的审判，而
是真诚的平等与共情。这场冲突实际上是两种
价值观的对抗，一方试图通过歧视他人来彰显自
身，而另一方则坚守平等包容的原则，孰对孰错
高下立判。

当我们回归事件发生的空间背景，可以发现在
地铁这个“公共空间”之下，辱骂者漠视了理性、平
等、开放的原则，更轻视了“劳动者”的地位和价
值。城市的高楼林立背后，是一群身沾泥土的人日
日与钢筋水泥共处；整洁的空间背后，是一群拿着抹
布的人一下又一下的尽力擦拭；车水马龙道路上的
便利交通背后，是一群耐得住疲劳的人紧握方向盘
聚精会神。正是这些劳动者，用结茧的双手托举着
城市的正常运转。因此当前社会，我们需要呼唤新
的“体面观”：泥尘是奋斗者的注脚，汗水是劳动者的
勋章。沾满泥土的衣服不该成为在公共空间被驱逐
辱骂的理由。

地铁作为“流动的城市会客厅”，其包容性考验
着城市的文明程度。而公共空间的体面也绝不是个
人逻辑的产物，而是平等共识的凝聚。城市的真正
体面，不在于地砖是否纤尘不染，而在于能否容得下
每一双沾泥的鞋印。

地铁辱骂事件：沾满尘土的衣服弄脏了谁的优越感？
□ 任丙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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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用结茧的双手
托举着城市的正常运转。
因此当前社会，我们需要呼
唤新的“体面观”：泥尘是奋
斗者的注脚，汗水是劳动者
的勋章。沾满泥土的衣服
不该成为在公共空间被驱
逐辱骂的理由。

种种迹象表明，2025年的五一假期正在成为近年
来最“热闹”的一个。中国银联数据显示，假期首日全
国银联网络交易金额达到287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2.3%。其中，旅游、餐饮、娱乐、购物四大领域的消费
尤为活跃。今年的“五一”假期，是12年来第一个“五
一”的5天长假，也是中国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后
的第一个旅游长假。

五一节期间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消费“火爆”场面，
这表明，“小长假经济”确实释放了活力。然而，对“五
一节”消费不能仅看到火爆，欣喜中还存忧虑。五一
节假期是一个集中消费的时段，无论旅游还是购物等
都是如此，还要考虑五一节假期之后的可持续性。所
以，必须对“消费”做长远考量，切莫被小长假期间出
现的短暂消费热冲昏头脑。

五一假期消费市场的强劲表现，为“内需牵引、消
费引领”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有力支撑。特别是文
旅消费、体验消费等新型消费的快速增长，展现了中
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和韧性，而其中的原因也显而
易见。五一节期间，人们更有时间出游消费，如果没
有闲暇和消费能力，恐怕也不会有多少人出游。

消费意愿取决于消费能力，而有了消费意愿还要
具备消费能力。对此，继续采取扩大就业，发放消费
券或为低收入群体增加补贴等手段，最大化释放消费
欲望，仍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必须。同时还要给消费
环境“松绑”，创造一切有利条件，让人们安心消费，如
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长期“消费难”问题。

同时还要看到，现有很多旅游消费资源已到了提
质升级的阶段，就是说，还要不断扩大优质旅游资源
供给，做好各项软硬件服务。总之，对“五一节”假期
不能仅看到“热”，还要依靠创新驱动，在假日经济的
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持续发力，提供更多新的优
质旅游消费资源，补齐短板，由此才能满足民众的各
种消费需求。

对“五一”假期

不能仅看到“热”
□ 刘天放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
假期首日全国国内旅游人

次达到1.56亿，同比增长28.7%，旅游收入达
到1243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各大景区
游人如织，热门城市酒店一房难求，交通枢纽
人流攒动，餐饮场所座无虚席……

“同一场直播，老用户下单贵30元”“优
惠券电影票比线下还贵6元”……近期，多名
消费者向《法治日报》记者反映，在直播间购
物时遭遇“大数据杀熟”。记者调查发现，这
一现象背后是商家利用算法对高频消费者
实施差别定价，购买同一商品，老用户或常
购客户往往需支付更高价格。

（据4月29日 法治日报 报道）

直播间“杀熟”现象

漫画/王铎

“各位老师，请不要在台阶上停留……”趵突泉景
区广播里的一声“老师”，让不少外地游客会心一笑。
在山东，这个看似简单的称谓背后，藏着一种处世智
慧——当身份、职位、年龄等信息不明时，“老师”成为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尊称。这种称呼艺术绝非简单的语
言习惯，而是齐鲁文化中“敬人三分”的生动体现，是一
种避免冒犯、表达尊重的“称呼避险”策略。在这个人
人强调自我、边界感日益强烈的时代，山东人的这种称
谓智慧，恰如一股清泉，滋润着人际交往的土壤。

“老师”这一称谓在山东的泛化使用，实则是传统
礼仪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古代社会结
构严密，称谓系统极为复杂，《礼记》中就有“长曰先生，
幼曰弟子”的记载。山东作为孔孟故里，自古重视礼
制，对称谓尤为讲究。当代山东人将各种可能的尊称，
包括“同志”“师傅”“先生”“女士”一一浓缩为一个具有
广泛包容性的“老师”，既传承了“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的尊师传统，又适应了陌生人社会的交往需求。这种
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使得“老师”成为山东人文化
基因中的礼貌密码。

在当代社会，“老师”这一称谓更是一种高明的社

交避险策略。现代社会人员流动频繁，人与人之间的
信息高度不对称，如何称呼陌生人成为许多人面临的

“第一道难题”。叫“先生”可能忽视了对方的职业成
就，称“师傅”或许不符合对方的身份认同，“美女”“帅
哥”又显得轻浮。山东人以“老师”破局，既规避了误判
他人社会地位的风险，又表达了足够的尊重。景区工
作人员面对天南地北的游客，大学教授面对送快递的
小哥，企业老板面对出租车司机，“老师”一词放之四海
而皆准。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称谓智慧，实则是山
东人“世事洞明皆学问”的处世哲学的生动写照。

放眼全国，类似的“避险称谓”并非山东独有。北
京人喜欢喊“师傅”，广东人习惯叫“老板”，江浙一带流
行“老师傅”，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礼多
人不怪”的交往智慧。但山东“老师”的特殊之处在于，
它不仅避免了冒犯，还暗含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谦
逊态度。当一位白发老者与年轻学生互称“老师”，当
企业高管对保洁人员说“老师麻烦让一下”，这种称谓
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暂时的平等对话空间。在这个意义
上，“老师”不仅是称谓，更是一种消弭社会阶层差异的
符号工具，体现了“礼之用，和为贵”的深刻文化内涵。

见人叫“老师”是一种“称呼智慧”
□ 苑广阔

山东济南素有“泉城”
美誉，5月3日下午2时30
分许，在天下第一泉景区
趵突泉园区内，游客们里
三层外三层地围在趵突泉
四周，道路一度阻塞，景区
工作人员也通过多种方式
加以疏导。“各位老师，请
不要在台阶上停留，注意
脚下安全……”记者注意
到，景区扩音喇叭提示中，
将游客称为“老师”，颇为
特别。（5月3日极目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