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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急，又找不到公厕，怎么办？找麦
当劳、肯德基。老百姓都知道洋快餐店
里的免费厕所具有公益性质，而中餐馆
的厕所想要借用一下也不是不行，但是
商家没有明说可以随便用，人们就不好
意思进去方便。然而近日，北京市八角
街道有七家中餐馆的厕所集体对外开
放。在八角西街、杨庄东街两侧电线杆
上出现了“共享厕所”绿色分布图，商户
门口也设置了“共享厕所”的统一标识，
便于寻找和使用。（7月21日《北京青年
报》）

在市民、游客遇到内急却找不到城
市公厕的情况下，会优先考虑麦当劳、肯
德基等“洋快餐店”，但是却很少去数量
更多的中餐馆等商家解决问题。主要原
因就是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店同意
甚至是欢迎市民游客入内方便，这是他
们的经营传统，而对于数量众多的中餐
馆，却没有这样的传统。

因此，在全国一些地方为了解决市
民游客如厕难而采取的各项措施中，其
中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引导沿街的
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主动开放内部的
厕所，供市民游客使用。这项措施确实
值得肯定，不但加大了城市厕所的供应
量，也给了遇到内急的市民游客以“随时
随地”解决问题的便利，而不用非得去找

数量有限的城市公厕。
但是这项措施也有一个自身无法克

服的短板，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政府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都在临街的位置，有些单
位机构所处位置比较偏僻，即便对外开
放了，如厕者也很难找得到。而像北京
市这样，引导沿街的一些餐馆、饭店和酒
楼主动开放内部厕所，却可以很好地解
决这一问题，也可以视为对城市公厕以
及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放公厕的一
种重要补充。同时因为餐馆、酒楼等商
家，大多数都开在城市人流量大的位置，
对于市民游客来说很容易找得到，所以
相比于一些单位、机构，其开放厕所的现
实意义自然也就更大。

站在商家的角度来看，虽然开放内
部厕所会给经营管理、卫生保洁等方面
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从长远来看，还是
利远远大于弊的。开放内部厕所，不但
有利于树立自身的形象，展现自己亲民、
惠民的一面，为自己在消费者当中赢得
一个好口碑，甚至可以吸引“如厕者”转
变成为顾客。

我们经常说的“厕所革命”，其实并
非仅仅是建设、改造城市公厕，同时还应
该包括引导更多沿街的政府机关、企事
业单位和商家，向市民游客开放自己的
内部厕所。

近日，最高法发文规定，人民法院审理
离婚案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设置不
超过3个月的冷静期。冷静期内，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开展调解、家事调查、心
理疏导等工作。冷静期结束，人民法院应通
知双方当事人。（7月22日《新京报》）

这是最高法正式对“离婚冷静期”期限
作出明确规定。在此之前，此举已在四川安
岳县、陕西丹凤县、济南市市中区等地法院
实行；最近的是今年7月16日，广东高院首
次提出“离婚冷静期”的完整规定，将其区分
为情绪约束冷静期和情感修复冷静期，并规
定了不同的启动条件、设置期限和运用规
则。看来，“离婚冷静期”即将从新生事物发

展为普通事物。这是有利于推动家事审判
工作不断科学化的举措。

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设
置“离婚冷静期”相当于给冲动型离婚按下

“暂停键”，给夫妻双方一定的时间静一静、
想一想，其根本目的是劝和不劝离，可以挽
救冲动型离婚，降低离婚率，维护社会稳
定。此前，一些法院的离婚官司速战速决，
离婚证立等可取，法院倒是省事了，但酿成
了一些“闪离”现象。据说不少冲动的夫妇
晚上吵架，第二天早上离婚，到下午就后悔，
但已来不及了。

最高法倡设“离婚冷静期”，除了是让家
事审判工作更加科学化，也是不少国家对于

离婚案件做出的规定。正因没设置“离婚冷
静期”之类的法定离婚门槛，我国的离婚手
续非常简便，离婚也非常快捷。然而在英
国、韩国等国家，都以不同形式和名称对冷
静期制度作了规定。如在英国，当事人离婚
也有法定的反省和考虑期间；韩国则设立离
婚熟虑制，离婚双方要经过熟虑之后才能到
法院办理相关手续。

细究起来，我国近两年一直在推动离婚
案件的审判更加科学化。比如，最高法于
2016年下发《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
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维护
婚姻家庭关系稳定等改革目标，提出“要在
诊断婚姻状况的基础上，注意区分婚姻危机

和婚姻死亡，积极化解婚姻危机，正确处理
保护婚姻自由与维护家庭稳定的关系”。在
我看来，此番倡设“离婚冷静期”就是提出了
更为具体的要求。

未来，设置“离婚冷静期”将成为基层法
院标准动作。不过，冷静期内法院的工作不
能冷，应根据案件情况开展调解、家事调查、
心理疏导等工作，比如听取未成年子女、亲
属邻居等的意见；冷静期要注意适用性，不
能机械滥用，不能随意扩大范围，对本应及
时判决离婚的案件，更不能以冷静期为由不
作判决，否则可能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总
之，别“一冷了之”，而是否设置冷静期，也要
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期待更多商家
加入共享厕所

冷静期内法院的工作不能冷，应根据案件情况开展调解、家事调查、心理疏导等工
作，比如听取未成年子女、亲属邻居等的意见；冷静期要注意适用性，不能机械滥用，不
能随意扩大范围……

设置离婚冷静期，别“一冷了之”
□何勇海

锁好门窗出门，回家却发现防盗网被
剪烂，大量物品失窃。广州白云区一业主
因此将小区物业诉至法院。近日，白云区
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物管公司
对房屋失窃事件的发生存在较大过失而担
全责，赔偿业主3万元。由于物管并非实际
侵权人，故其可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实施
该犯罪行为的犯罪分子追偿。（7月21日《信
息时报》）

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物业服务企业
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
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本案中，失窃房屋厨
房窗户外的露天平台与消防通道的窗户连
通，人员可从消防通道一侧出入露天平台，
显著增加了平台两侧房屋的失窃风险和室
内安保难度，而且，案发现场的摄像头并无
视频信号，增加了盗窃案件的侦破障碍，物
业公司就此存在较大过失，因此法院判处
其赔偿业主3万元。

虽然《物业管理条例》早在2003年即颁
布施行，且至今已修订过三次，但揆诸现
实，业主与物业公司的纠纷甚至矛盾并未
减少。究其原因，物业原本应该是服务型
的市场化企业，但由于物业管理处在一个
相对封闭的区域内，同时其业务又全面嵌
入到社区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其阶段
性的垄断地位而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话语
权优势，应该履行的法律义务往往被主动
回避，而且在社区服务管理上还不断自我
赋权，由此导致物业与业主的纠纷加剧。

在此仅举一例，地处广州荔湾区的某
小区，由于众业主不满意前期物管的服务
质量，经业主大会双过半同意进行选聘物
业公司，新的物业选聘出来了，而旧的物业
公司却迟迟不愿意撤出小区。为了请走旧
物业，业主一共打了18场官司，才通过法院
强制执行将旧物业请出小区。更换物业公
司本来是有法可依的，但落实到具体的物
业与业主，却成了难上加难的事。

由此可见，在现实纠纷中，业主的话语
权往往是微弱的。在此情势下，就不免有
业主通过司法诉讼去维护自身权益。事实
上，这既是一种理性行为，也是一种迫不得
已的选择。所以，发生在广州的业主失窃
物业赔偿案件是一个好判例，其向人们明
示了一种有效的维权渠道，也向物管阐释
了责任边界和责任规范，这有助于理清物
业与业主之间法定的权责利关系。

“业主失窃物业赔
偿”是个好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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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广阔苑广阔

发生在广州的业主失
窃物业赔偿案件是一个好
判例，其向人们明示了一
种有效的维权渠道。

手里拿着子女送的最新款苹果手
机，却不会用，只会接听电话和微信视
频；先进的智能家电，本应是给生活带来
便利，但老人不会操作变成了摆设……
安徽合肥市的王奶奶，儿媳新买的智能
带触摸按钮的电饭煲她是一次都没用
过。（7月22日《市场星报》）

作为一种情感联系方式，一些年轻
人将智能家电当成礼物，以此来表达他
们对老人们的爱与关心；然而，“智能家
电成摆设”却成为一种尴尬的现实和纠
结的处境。原本旨在便民、利民的智能
家电，老人们“不会用”“使不上”,这不仅
造成了资源闲置与浪费，也让老年人成
为智能时代的边缘群体。

年轻人与老人们存在着鲜明的代际
差异，对于年轻人来说很容易的事情，对
于与时代“脱节”的老人们来说或许就很
困难。一方面，与老人们相比，年轻人对
新生事物更容易接受；另一方面，与年轻
人相比，老年人对生活品质的需求并没
有那样精细化、个性化，他们的消费需求
并不需要那么“花哨”。

“智能家电成摆设”的背后，隐伏着
消费者与企业的双重迷失。在物质生活
渐次丰盈的当下，一些消费者认为“越贵
的智能家电，品质就越好”，却忽视了老

人们的实际需求与接受能力。当然，一
些家电企业迎合年轻消费者却忽略老年
消费者的需要，也是造成“智能家电成摆
设”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看上去很美好的智能家电，在无形
之中建构了一道人为藩篱，将老人们区
隔、排斥在外。一些智能家电年轻人使
用都没那么方便，遑论“慢了一拍”的老
人。“智能家电成摆设”犹如一面镜子，给
家电企业带来提醒与启示——只有降低
门槛，更加人性化、更易于操作，智能家
电才能受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面对急剧的社会变迁，面对那些“慢
了一拍”的老人们，我们显然不能任其

“独自凄凉无人语”。这不仅要求家电企
业生产出更契合老人们需求的智能家
电，也呼唤家人们多一些关爱与陪伴，帮
助老人们更好地适应与使用智能家电。

现代化进程的滚滚车轮，让这个世
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的时候，
并不是使用智能家电有多难，而是老人
们不愿意尝试新生事物，不愿意主动去
学习，而是追求一种“保守的稳定”，偏好
按照以往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过日子。说
到底，家电智能化作为一种不可阻挡的
潮流，老人们也要敞开心扉来拥抱人工
智能时代。

智能家电
可别成了摆设
□□杨朝清杨朝清

站在商家的角度来
看，虽然开放内部厕所
会给经营管理、卫生保
洁等方面带来一定的压
力，但是从长远来看，还
是利远远大于弊的。开
放内部厕所，不但有利
于树立自身的形象，甚
至可以吸引“如厕者”转
变成为顾客。

一些智能家电年
轻人使用都没那么方
便，遑论“慢了一拍”
的老人。“智能家电成
摆设”犹如一面镜子，
给家电企业带来提醒
与启示——只有降低
门槛，更加人性化、更
易于操作，智能家电
才能受到更多消费者
的青睐。

□□燕燕 农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