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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立夏到来，初夏的帷幕轻轻拉开，逐渐升温的
天气，让商场、商户门店、图书馆等室内公共场所陆续
打开空调，也为许多市民远离户外热浪提供了免费的
纳凉空间。

高温天气“烤验”着城市，也考验着市民的素养。
身边的公共场所空调蹭凉有着怎样的情形？市民能否
自觉遵守文明秩序？近日，记者进行了走访。

5 月 14 日，永安市公安局治安大队
民警在学校上学早高峰来临前到达自己
岗位，协助派出所民警指挥疏导来往车
辆，为学生上学保驾护航。同时，民警还
做好文明出行劝导，及时纠正未佩戴安
全头盔或佩戴不规范等行为。

永安市公安局深化平安永安建设，
通过创新举措、加大投入，打造更加安全
有序的治安环境。

永乐佳房小区门口设有人脸门禁，
小区居民只要刷脸就可以便捷进出。不
仅如此，门禁还能搭载手机端平台实现
一键开门，小区物业可以对进出人员进
行审核把关，相关信息自动留痕。人脸门
禁是永安市“平安家园·智能天网”数字
社会治理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的组成部
分，更是民警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

得力助手。
“我们通过整合布建小区视频监控、

门禁、车辆管理等智能化系统，加快推进
智慧安防小区建设，不断提升小区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营造更加安全
有序的治安环境。”永安市公安局治安大
队大队长唐世清说。

从细节入手，推动文明城市建设不
断深化。空中电子警察360度“盯梢”，督
促驾驶员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民警加
强现场执法，每日对小区、商贸区、学校
周边等重点区域不规范停车进行检查。

“牛皮癣”曾是城市治理的难题。永
安市公安局联合街道、社区开展全面排
查，还联合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乱贴

“牛皮癣”行为，从源头上防止反弹。经过
全面整治，城市环境焕然一新。

平安建设为文明加分
●永安记者站 魏兴谷 通讯员 冯尤杏

镜鉴

▲在商场空闲座椅上休息的市民

纳凉应节气

夏天避热趋凉是人们的本能诉求，哪里
有凉意，哪里就成为天然的避暑降温处所。

自打天气开始变热，家住三元区碧桂
园的市民李诗晴便时常带着孩子到家附近
的商场纳凉。为什么选择借用商场空调享
受凉爽？她解释道：“我家小孩 2 岁多，天
气一热就容易长痱子，最近一到下午气温
就升高，家里虽然也开了空调，但孩子常
常因为觉得无聊而哭闹，所以我就带他到
附近的商场玩。”

“商场里冷气足，活动空间大，只要天气
晴好，最近我们白天经常待在这里。”她告诉
记者。为了避免影响商场其他顾客，她一般
会将孩子带到商场里人较少的角落休息玩
耍，走之前也会及时把包装袋、果皮、纸巾
等垃圾用袋子装好扔进垃圾桶，做到人走垃
圾清。

除大型商场外，快餐店和奶茶店同样是
市民常去的纳凉地点。5 月 15 日下午 3 时
许，走进位于三元区东新四路一家连锁快餐
店，里面坐着不少前来乘凉的顾客。“这个
时间并非用餐高峰时段，所以我们一般不会
刻意制止市民的蹭凉行为，只要他们能自觉
遵守文明，不影响门店正常营业即可。”门
店负责人表示。

在半个多小时的观察中，记者看到坐在
店内的近十名“蹭凉族”，有人和朋友坐着
闲聊，有人在一旁默默玩着手机，还有人打
开电脑忙碌敲击键盘……虽动作各有不同，
但相同的是，每一桌顾客均未出现大声喧
哗、干扰他人、破坏公共设施等行为。

纳凉不白蹭

商场里的公共座椅上，闭目养神的市民
随处可见；书店内的过道上，有市民盘腿坐
在角落阅读书籍；连锁的快餐店里，坐着享
受空调的顾客明显增多……显然，冷气的开
放，为公共经营场所引来了更多客流。

“虽说主要目的是来蹭空调的，但事实
上还是会有额外的消费支出。”市民林女士
表示。每次带着孩子来商场的儿童乐园游
玩，都会在隔壁奶茶店买两杯饮品，有时孩
子玩得比较迟，便直接到楼上找一家餐厅吃
晚饭，这样算下来，每次来商场纳凉，一般
能贡献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的营收。

在走访过程中，不少市民表达了“纳凉
不应白蹭”的观点，认为如果纳凉场地占用
了公共资源，应在享受免费纳凉服务的同
时，结合自身需求适当消费，或者在客流高
峰时主动将纳凉资源让给付费群体。

市 民 薛
忆 文 有
时会到离
家 不 远 的
奶茶店里蹭
凉。在店里，
她通常会点一
杯饮品，找一个
角落坐下，打开手
机 看 看 新 闻 和 短 视
频。“在这类营业性公共
场所纳凉的时候，我都会有
所消费，给店家贡献一些收入。如
果店里顾客较多，我在吃完东西后，也
会及时离开。”薛忆文说。

夏季纳凉带来的消费增长，也让商家乐
于向市民开放纳凉空间。“客流就是商机，不
管顾客是出于消费还是蹭凉的目的，只要到
店就是为我们增加客流，自然不愁销量上不
去。”三元区某大型商超工作人员说。

蹭凉勿煞景

文明纳凉，是夏季城市里的一道风景，但
其中不乏一些煞风景的行为。

“店门口摆放的桌椅主要是方便客人买
完东西后可以坐着享用，有时会出现部分未
消费市民在椅子上脱鞋午休的情况。”在某商
场二楼一家冰品店工作的周女士说，“这种行
为影响了门店正常经营，也有损店面形象，我
们一般会及时劝导。”

除了商户的休息桌椅，随处可见的共享
按摩椅也是不文明蹭凉行为的高发区域。

在这家商场过道一侧的共享按摩椅上，
记者看到一位市民脱下鞋、翘起脚，正躺在椅
子上睡觉，不时还能听到微微鼾声。如此旁
若无人的行为，也让原本坐在旁边休息的几
位市民避之不及。

或光脚聊天，或席地而坐，或乱扔垃圾，
对于出现在各个公共场所的不文明行为，不
少市民感同身受。“前两天我在超市买东西
时，看到有男士光着膀子在超市里闲逛，毕竟
是公共场所，这种行为实在是太不雅观了。”
市民江露认为，“这样的行为举止影响了城市
的整体文明形象。”

在公共场所纳凉，本非违规之举，但只顾
自己凉爽，做出有碍市容观瞻的行为，无疑是
失德之举。

夏季蹭凉须有度，应恪守“公地”与“私
域”的边界，注意衣着整洁得体，自觉降低交
谈音量，小心使用公共设施，做到相互礼让、
互不打扰，这既是对提供纳凉场所者的尊重，
也是对自身文明素养的一种检视。

▼市民脱了鞋趴在商
户门店外的桌子上休息

蹭凉一族
●闻 平

蹭凉本身无可厚非，然而，
有些市民在蹭凉的时候却太过任
性，忘了文明。如在书店，有人
不看书光聊天，甚至大声喧哗；
在超市，有人光着膀子坐靠在货
架旁，堵了通道；在银行，有人
不办理业务，占着公共的座位，
一坐就是大半天；在大型商场，
有人径直躺在店铺门口呼呼睡
觉。诸如此类的不文明蹭凉行
为，不但扰乱了正常秩序，也损害
了城市的文明形象。

那么，什么是文明的蹭凉方
式？对待蹭凉一族，我们能够做
些什么？

蹭凉族首先要自律。不文明
蹭凉行为折射了蹭凉族自身的素
质水平。蹭凉族应换位思考，加强

行为自律和文明自省，在蹭凉过
程中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不喧哗吵闹、不占用通道、不光膀
赤脚、不放浪形骸。

社会要对蹭凉族多些包容。
其实，蹭凉族当中有农民工，也有
老人、孩子。对此，社会应多一些
理解和宽容，力所能及地为他们
提供一些方便。对他们的不文明
行为，也请善意提醒，而不是得理
不饶人、粗暴对待。

蹭凉族的出现，从侧面说明
我们的城市服务功能还不够完
善。相关部门可鼓励居民社区建
设开放固定的市民纳凉点，并做
好管理服务工作。此外，要加大
宣传力度，倡导市民在夏季文明
蹭凉。

“能够拿到这个文凭挺好的，是证明
自己学习取得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但也
不能认为拿着毕业证书，读书生涯就结
束了。我的目标不在于拿文凭，在于求知
识。”活到老学到老是沙县区退休教师
邓仰清的目标。5月16日上午，邓仰清拿
到了沙县开放大学颁发的毕业证书。

邓仰清是沙县区虬江第二中心小学
退休教师，曾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工
作先进工作者”。退休后，他坚持读书看
报，义务到农村乐龄学堂为老人授课，到
各个学校宣讲党史。在他看来，老年人应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2021 年 9 月，93 岁高龄的邓老走进
国家开放大学福建分部沙县学习中心学
习，就读于农业经济管理专科专业，成为
一名地地道道“90后”的大学生。同时，他
也是我省开放教育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
学员。经过三年的学习，今年，他成功毕
业，拿到了专科文凭。

为何他在93岁的高龄，要选择学习
农业经济管理这样一门之前未接触过的
专业？出身于农村的邓老有着农村情结。

“要使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就要学习农业
经济知识。”邓仰清说。

2005 年，邓仰清在麦元村创办老年
学堂，每月 21 日为老年学员上课，多时
110人来听课，已连续办学19年。2018年
又创办乐龄学堂，每周六为乐龄学堂学
员上课，已连续办学6年。对于老人来说，
精力有限，进行高强度的脑力活动特别
容易疲劳。但邓老从未想过放弃，平时他
只有一有空，就会拿起书本学习，也经常
在手机、电脑上查阅资料。

90多岁的年纪，第一次接触学术书
籍，教材的论点对他来说有些深奥，文字
也比较晦涩艰深，无法理解时，他就打电
话向老师、同学请教。老年人的记忆力也
有限，很容易遗忘学过的知识。记不住学
过的内容，他就反复阅读教材，好记性不
如烂笔头，每次看书他都拿着钢笔，边看
边念边写，教材上满满都是他做的笔记。

“我这个人不会认为自己年纪大，学
不会，记忆力差，就放弃学习。更不会松
懈。我要活到老学到老，一直坚持学习。”
邓仰清说。

“活到老学到老”

96 岁拿到大专文凭
●沙县记者站 黄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