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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出游高峰来临之际，由上海市文明
办、市旅游局、长宁区文明办等发起的“文明
旅游大讲堂”日前开课。针对“文明旅游”这
一近期社会热点，大讲堂通过情景剧、嘉宾访
谈等形式做了形象生动的阐述。

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将探索
制定《上海市游客旅游不文明记录管理办
法》，联动航空公司、旅行社、旅游饭店等，形
成游客旅游不文明信息通报、追责机制。将
协调相关方面，对不文明旅游者进行依法处
置，依法制定对不文明旅游者追责制度。

完善旅游团队评估处戒制度，对发生重
大不文明事件的团队实施对带团导游停职、
降级等惩戒；继续实施游客红黑榜机制，对遵
守文明礼仪的游客给予褒扬；健全个人旅游
奖惩制度，对严重影响国家形象不文明现象
采取惩戒措施；推进旅游诚信体系建设，建立
游客旅游不文明档案，对上旅游黑榜的不文
明游客不再承接其出境旅游的申请。

“小年”已过，春节的脚步越来越

近。一方面担忧雾霾、噪声扰城，已有

近700城市禁放、限放鞭炮；另一方面也

有不少民众渴望过年放鞭炮图热闹的

呼声。这两者背后引发多少纠结？禁

放、限放举措如何确保落实？

担忧雾霾、噪声扰城

全国近700城市
禁放或限放烟花爆竹

激烈争议的背后，是全民文化习惯和新常态的博弈。专家
指出，过年放鞭炮，既是小事，又是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大事
——放鞭炮不应被简单全面禁止，但要合理引导，重点是加强大
城市燃放鞭炮的管理。

北京市民张先生说，尽管北京市规定限时限地燃放烟花爆
竹。但前几年非规定时间家门口还是能听到一些鞭炮声，也没
人来管理。“点多、面广，放了就走，怎么来管理？”

江西政协委员陈坚指出，禁限放不能简单靠一纸公文，监管
工作还要由社区与公安等部门共同落实。“可以建立群众举报制
度，彻底杜绝私销、私运、私储和任意在城区内燃放烟花爆竹的
现象，对于违规者给予严肃处理。”

陈坚说，尽快制定和出台新的烟花爆竹管理条例，明确管理
主体和责任，克服烟花爆竹管理制度上存在的公安、消防、安监、

城管、工商多头共管，又多头失管的不力无序状态。
“让传统文化年俗主动适应新常态是必然要求。”民俗专家、

吉林省民俗学会理事长施立学表示，对烟花爆竹进行改良，提高
环保程度，或者能找到代替烟花爆竹的节庆形式，是比禁放更好
的办法。希望有更积极的措施，引导催生适合当代社会的“新民
俗”。

据了解，不少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开始转向环保型烟花爆竹
的研发和生产。江西省李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忠平
说，目前公司环保型烟花爆竹的比重达到七八成，今后比重还将
继续上升。

专家表示，禁放、限放的实施需要社会合力，一方面政府管
理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另一方面也需要全民的环保意识，才能
真正消除燃放鞭炮的纠结，欢度美好新年。

对燃放鞭炮，民众观点存在交锋。禁放、限放政策的出台也几
经波折。

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禁放令”在一些城市出现，不
少老百姓以不理解、不支持、照放不误等态度应对，并因偷放增加
了事故。一位法律人士表示：“制止燃放鞭炮，还没有哪一部法规
执行起来这样令人尴尬。”

为迎合市民要求，全国大批城市禁放、限放法令取消或改为
“限放”，北京执行了十多年的“禁放令”也改为限放，法规终为习俗
让步。2005年，在全国106个出台过相关措施的城市中，仅广州、
深圳还一直保持着禁放的规定。

记者调查发现，禁放、限放在城市不断扩大的同时，也正获得
百姓更多的点赞。环保安全过春节，有节制燃放烟花爆竹成人们

“新共识”，环保型烟花渐受欢迎。
2015年初，长春市政府开展“禁放”工作市民建议征集活动，

要求禁放的建议占总数的86％。2月9日，烟台市十六届人大四次
会议上，由 16名代表通过调研联合提交的《关于在市区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的议案》被正式列为人大议案。

“过去从除夕夜到第二天上午，整个县城响声震天，纸屑满地、
硝烟漫天，让人受不了。”江西赣州安远居民肖乐告诉记者，今年的

“禁放令”获得身边不少人支持，希望有实效，过个清新春节。
但也有民俗专家担忧，节庆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于发展过快，民族年俗文化在逐步丢失，这时候禁放限放鞭
炮，是釜底抽薪。

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的传统年俗。逢年过节不放
“炮仗”、赏烟花，似乎“年味”都淡了不少。

然而，近年来严重雾霾困扰着多地。据环保部统计，
2014年元宵节期间，受不利气象条件及烟花爆竹燃放的
影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中西部部分地区出现空气重
污染。元宵节当天，33个城市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

安全问题也屡屡挑战公众神经。央视新址曾因燃放
烟花爆竹发生火灾。仅据南昌市相关统计，2014年春节
期间，从除夕夜至大年初七，南昌市有 2000余人被烟花
爆竹炸伤入院治疗，其中头面部烧伤重症患者多达 200
余人，急诊手术260余台。

近来，烟花爆竹“禁放令”“限放令”再次出现在中央
和各地的政府文件中。今年2月3日，环保部要求各地做
好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禁限放工作。2月4日，江西省环保
厅等 5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江西省各地根据实际情
况，明确烟花爆竹禁限放时间，划定禁限放区域。

据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实行
烟花爆竹禁放的城市有138个，其中省会城市5个，地级
市 30个，县级市 103个；出台限放政策的城市 536个，其
中直辖市4个、省会城市19个、地级市111个、县级市402
个。

138个城市禁放

536个城市限放

禁放限放背后有多少纠结

对小小爆竹如何强化管理

上海拟立法禁止
上黑榜游客出境游

浙江建德花山自然村，一株仙人掌长得
有两层楼高，到今年它已长了20个年头。目
前村子正在拆迁，主人已经搬到新村，但这棵
仙人掌没有办法搬迁。很多人想要这棵仙人
掌，但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搬，确保不断很
难；还有一个是种植问题，现在主人很头疼，
不知该怎么办？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浙江现一株
2层楼高仙人掌
今年已20岁

明天就是情人节了，不管是单身还是热
恋，很多人可能都会考虑这一天我要怎么
过？跟谁一起过？但重庆有一商家反其道而
行之———推出了失恋博物馆，里面展示的
都是失恋者的记忆物件。当然，入场不是免
费的，门票60元一张。

这家博物馆占地约 800多平方米，共展
出了100多个纪念着失恋故事的物件。这些
物件五花八门、来自世界各地：有斧头、轮椅、
电视、丝袜等，每个纪念品都配有文字说明，
让观众了解来龙去脉。

以一把斧头为例，提供者是一位日本女
士，所配文字说明是：“我们在一起8年，他大
我 18岁，我从来没想过和他结婚，直到有一
天我爱上别人。当回到家中，满地狼藉，还有
一把斧头劈在床头。我拿走了这把斧头作为
纪念，还好他没有劈了我。”

这样的故事也许太过沉重，也有比较“狗
血”的，如一双丝袜由女方提供，所配的文字
说明大意是：“他是丝袜控，如今，我离开了
他，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双。”

市民刘先生说，看过别人的失恋故事后，
自己并没有因此开心起来，反而是陷入了沉
重的回忆中。市民黄女士认为，在情人节期
间推出失恋博物馆，应该是商家在找噱头。
对于观众，来此参观不见得是好选择，因为无
法避免触景伤情。

重庆一商家
推出失恋博物馆
展品包括斧子、轮椅

去年入冬以来，郑州市区一面墙壁日渐走火，不管气温如何
走低，墙壁温度却始终维持在 40多摄氏度，于是“靠墙”一族应
运而生。市民们在此依墙而坐，打牌聊天，既休闲娱乐又热疗，
堪称郑州一景。

昨日，记者在郑州市秦岭路与棉纺西路交叉口附近一家属
院看到，5张小桌一字靠着一面墙壁排开，有人围桌而坐，有人
依墙而坐，足足有几十人，大多为老人，也有一些怀抱幼童的中
年人，他们打牌聊天晒太阳，休闲惬意。

“这儿暖和，大家都愿意坐到这儿，这几天天气稍微暖和点，
来的人没以前多了，前一段天冷时，能来 70多人，有时候来得
晚，没地儿坐，就站到旁边。”60多岁的大妈魏彩娥说，自己就住
在这个家属院，只要没事，上午、下午都会来，看别人打牌。

资深“靠墙”族李泰乾介绍说，这段墙是 2008年开始发热

的，7年多了，每年冬天都会吸引众多人聚集，尤其是遇到腰酸
背疼时，只要往墙上靠一靠，就会缓解很多。

小区居民候桂梅现身说法：“说了你可能不信，我以前有关
节炎，肩膀这块，好多年了，这几年冬天我天天来，在这儿烤，竟
然烤好了。”

一些老年人说，这段墙壁里面有热力管道，最初管道外露，
后来封闭到了墙体里，所以墙上的石头会发热。

对此说法，家属院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佐证。
“墙下埋有大口径热力管道，热力范围在10米左右，每年热

力公司都会对管道进行巡查，安全上没有问题。”工作人员说：
“近年来，来这儿避寒晒太阳的居民已经形成了规模，社区准备
以后给他们提供一些扑克牌、象棋，让老年人来这里聊天的时候
心里更愉快。”

郑州“发热墙”催生“靠墙”族
休闲热疗两不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