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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充电宝不妨多些服务心态和协同思维
新闻事件：连日来，充电宝话题成为舆论焦点：中国

民航局发布紧急通知，自6月28日起，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标识、3C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

坐境内航班；多家充电宝企业发布相关品牌召回令……

与此同时，有网友曝光，一些号称“机场货源”的低价充电

宝，疑似流入二手市场。

长城网：客观说，为了民航安全而对一些存在较大安

全隐患或不合规范的充电宝予以“禁飞”，这一点社会的

接受度其实是比较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

必要的配套服务。社会对新规的适应难免需要一个过

程，被“误带”到机场的充电宝，机场方面“拦截”后主动做

好相应的保管、寄送服务，以最大程度减轻乘客的不便和

损失，就很有必要。

另外，规范那些“拦截”后被乘客弃置的充电宝的处

置流程，同样不容忽视。且不说，随意处置可能造成环境

污染和资源浪费，一旦流入二手市场，更可能让“问题产

品”的安全风险被进一步放大，这与相关产品的召回和对

充电宝市场的规范，无疑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冲突。因此，

机场方面有必要严格执行被“拦截”充电宝处置的可追溯

机制。

更进一步看，充电宝管理新规的执行，还需要强化

监管、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的配套协同跟进。比如，

根据相关规定，未经 3C 认证的充电宝已明确在 2024 年

8 月 1 日后就不得再销售，那么如今市场上是否还存在

不合要求的充电宝产品？相关企业的生产标准又是否

“与时俱进”？这些都应该通过更具针对性的监管来加

快整个行业规范程度的提升。否则，一边是不合标准

的产品依然在生产、销售，一边是使用环节的种种禁

令，这不仅将加剧消费者的困境，也不利于真正提升充

电宝行业的整体发展质量，从而在源头遏制充电宝的

安全风险。

有效控制充电宝带来的风险，符合全社会的公共利

益。但要最大程度兑现治理初衷，需要多一些服务心态

和协同思维。唯有各个环节实现有机联动，才能形成安

全隐患的闭合治理，把好事办得更好。

热点聚焦聚焦

媒体观点观点

新闻事件：日前，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表决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

罚法，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新法明确规定，公民在面对

不法侵害时，有权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保护自身或他人的

人身、财产安全。对于符合正当防卫条件的行为，免除其治

安管理处罚责任，保障公民行使防卫权的合法性。

红网：“被打还手即互殴”的执法思路将彻底成为历

史。时隔20年重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不是一次简

单的法条更改，而是法治进步的生动体现，更是社会对正

义的有力托举。

新法为公民“撑腰赋权”的意义深远。今后再碰上街

头滋事、暴力侵犯，老百姓不用再担心正当防卫会被认定

为“互殴”，因而可以没有顾虑地保护自身权益；见义勇为

的人也不必害怕承担代价而犹豫，“扶不扶”不再是两难

选择。说到底，法律的本质是以“法”制止“不法”，规范社

会秩序，保障公平正义。

不过，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新法落地面临不少挑

战。基层民警要尽快改变“调解优先”的定式思维，提高

精准判断案件性质的能力。尤其像界定“合理限度”、给

“瞬时侵害”取证这种难题，要抓紧建立科学合理、让人信

服的标准，不能让防卫者再陷入“自证清白”的困境。同

时，加大典型案例宣传，消除公众误解，让法律知识深入

人心，让老百姓知道法律是真真切切地站在他们这边的。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还将见义勇为、高空抛物、

无人机“黑飞”等新型公共安全威胁纳入处罚范围，兜牢

民众的安全底线；同时，打破14-16周岁未成年人一年内

二次违法或情节恶劣者“不拘留”的惯例，明确特定年龄

段且违法情节严重的未成年人要依法拘留，强化矫治教

育，实现惩戒与保护的平衡。这些改变的核心目标是：提

高犯罪成本，降低好人出手的代价，以此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保障民众安全。

“被打还手”不再是“互殴”，法律为正义撑腰

民生热议热议

公共场所的文明规范
应容得下给婴儿喂奶

本期话题：日前，茅先生夫妇带着10个月大的婴

儿游览上海动物园，临近中午，孩子饿了，而该动物园

唯一的母婴室又在大门外。茅先生想在有空调的展览

馆内用奶瓶喂孩子，却被展馆工作人员制止。茅先生

认为上海动物园做法不近人情，展馆工作人员则认为

不在展馆饮食是文明观展的通常要求。

媒体谈

新京报：当前，国内绝大多数博物馆和展览馆也严

格禁止在展厅、展区或其他公共场所内饮食，以防止食

物残渣、液体或气味污染文物、展品或造成滑倒等安全

隐患。部分场馆允许观众携带食品和饮料入馆，但要

求仅在指定区域（如休息区、走廊长凳或餐饮区）食

用。应该说，这种要求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文明观

展，离不开游客的自觉和规章的约束。

但任何规则都不可能预见所有特殊情况，当规则

与人的基本需求产生冲突时，是否应考虑例外情况？

据报道，该园母婴室的位置离游客所在的科学教

育馆较远。这意味着，对携带婴幼儿的游客可能会有

一些不便。况且，婴幼儿的生理需求具有不可延迟的

特殊性。婴儿饿了要立即进食，且饥饿时往往会哭闹，

既影响孩子健康，也可能干扰其他游客。如果展馆工

作人员对游客的不便多一点体谅，比如帮助婴儿父母

就近找一个僻静场所，或临时开放员工休息区供其使

用，很可能就可以避免这起争吵了。

常言道，“法不外乎人情，理不外乎人心。”规则与

人性常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这件事看似

小事，却给公共服务提了个醒：公共管理需要温度，执

行规则要有智慧。

网友说

聪*：父母养育孩子和动物园呵护动物其实是一个

道理，本应同样充满温情。

*敦：展厅规则制定时，没考虑哺乳妈妈的需求，公

共空间设计应更人性化。

闪*：场馆有权制定管理规定以维护正常运行和参

观环境，但应通过张贴告示、游客手册、官方网站或现

场工作人员告知等方式，让游客知悉相关规定。同时，

展馆规则的执行应区分具体情况，对于婴儿等特殊群

体的需求应有弹性和灵活性，避免“一刀切”。

我们究竟该关注什么？

工人日报：面对刘诗利的故事，有人因他对书籍经久

不衰的热爱而感动，有人因联想到自己长时间没好好读书

而羞愧，也有人觉得不应过分强调刘诗利的农民工身份，

“读书只是他生活中平常的一件事”。

2020年，在广东东莞打工的湖北农民工吴桂春，在返乡

前到东莞图书馆留言，称自己到东莞17年，在图书馆看书

有12年，那里也是自己这么多年生活中最好的地方。吴桂

春的这段留言，也一度在互联网上刷屏。开卷有益，道理谁

都明白，然而现实中，有太多这样那样的因素让捧起一本书

成了难事。而刘诗利和吴桂春的“被看见”则呈现出另一种

可能——无论生活境遇好坏、学历水平高低、工作强度大

小，自主阅读其实都并非一件多么难做到的事。

阅读无关身份只关热爱

人民日报：对于很多人而言，生活节奏快，静下心来、

耐着性子坐着读本书已成为奢侈的事。当不少人抱怨没

时间读书、读不进去书，一位在异乡打拼的农民工，在繁重

工作之余仍不时到书店看书，这样的坚持足以令人钦佩。

这份热爱与执着被照亮和放大，让我们看到，无关学历和

职业，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都可以凭借对读书、对人生的

别样理解，构筑起精彩富足的精神家园。

跨越半座城来看书的“工地大叔”、田间地头写诗的

“沂蒙二姐”……他们的故事就像一道微光，鼓舞更多为生

活奔波的人，去到书本里汲取前行的力量。最是书香能致

远。让阅读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用书籍温暖每

个人的心灵，愿你我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角落。

如微光在平凡生活中闪耀

央广网：衣着朴素、满脸皱纹，刘诗利被赠书的温暖瞬

间呈现在镜头里，在网络上引发强烈共鸣。

在忙碌的打工生活之余，刘诗利始终坚持阅读。对刘

诗利而言，阅读不仅是连接广阔精神世界的桥梁，更是实

现自我成长的动力。当不少人抱怨“太忙没时间读书”时，

刘诗利跨越半座城市，只为与书相遇，这一行动本身，便是

对精神富足最生动的诠释。

刘诗利的故事，像一道微光，在平凡生活中闪耀。愿

这份坚持能鼓舞更多为生活奔波的人，无论身处何地，面

临何种境遇，都能在书页翻动间寻得心灵的慰藉，汲取前

行的勇气。这就是阅读的力量——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多一分厚度多一分温暖。

观点加点料加点料

新闻事件：近日，在作家陈行甲的新书分享会上，来自河南濮阳的58岁建筑工人刘诗利引起了现场工作人员的注意。了

解到刘诗利喜欢读书后，工作人员将其引导到陈行甲面前，由作家为他签名赠书，两人还进行了交流。相关视频发布到网络

上后，引起不少网友的讨论。随着媒体跟进采访，人们获知了更多关于刘诗利的信息。初中学历的刘诗利曾是自己所在村

子的民办教师，后来为了赚钱养家辞职外出打工。不管走到哪个城市，他都会找机会走进当地图书馆或书店读书。

爱读书的“工地大叔”，为何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