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回力鞋，成了某

种时尚的象征。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怀旧，因

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它是运动休闲鞋的

唯一象征，那时穿回力要比穿解放时髦得

多。后来，受到耐克和阿迪达斯等国际品牌

冲击，回力鞋一度被边缘化，但是最近几年，

它再度成功俘获年轻消费者。

这里有记忆的传承，更有时代的积淀。

事实上，回力鞋开始于1927年，是不折不扣

的老字号。相比之下，阿迪达斯公司成立于

1949年，耐克的创立还要更晚。从回力鞋的

发展“脚步”中，甚至可以看出近一个世纪中

国的现代转型。

上海有一批这样的老字号，冠生园、蜂

花、美加净，他们都是中国现代民族企业探索

的标志，深受人们喜爱。上世纪 90 年代以

来，人们能够接受的品牌越来越多，外地消费

者想要买到这些产品变得日益困难。不过进

入电商时代，老字号有迎来第二春的趋势，回

力鞋和美加净、蜂花，甚至一度成为网红。

据媒体报道，未来3年，拼多多将累计投

入100亿营销资源以及15亿定向现金补贴，

来支持 100 家上海老字号品牌扩大市场份

额。这是拼多多新品牌计划的一部分，相比

于现金补贴，拼多多的技术和平台优势，更能

为这些“老字号”注入青春活力。

人们经常感叹中国缺少历史悠久的企

业。在日本，有开几百年的抹茶店，在意大利

和法国，人们也能看到几十上百年历史的咖

啡店。其实，这样的“老字号”是城市文化的

产物，它依赖成熟而稳定的市场以及消费人

群的聚集。中国的“老字号”不够多，本质是

城市化进程比较晚，“都市性”有所欠缺。

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经是“东方

明珠”，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都市之一。“老字

号”就像从历史中穿越而来，串联起一百年城

市的繁华。它们会随着时代改变调整自己，

但是却也总能保留时代的印记。

这就是奇妙之处。“老字号”是企业、是商

品、是物质，但它也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对上

海人来说，“光明”不仅仅是牛奶，也是不同时

代的人的记忆载体，是联系市民共同体的纽

带。“老字号”成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名片，尤其

是电商时代，人们可以更方便地购买任何地

方的商品，这让“地方性”更显得弥足珍贵。

用这两年流行的新媒体标题造句，“什么

是上海？”喝光明牛奶，穿回力鞋，用蜂花和美

加净……这就是用“生活方式”定义的上海，

一个“现代文化”的上海。一个城市对外界的

影响力，正是通过这种生活方式的传播来实

现的。“老字号”的勃兴，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

城市文化魅力的扩展。

像拼多多这样的新型电商平台，拥有技

术和平台的优势，可以更有效地促进“老字

号”的复兴，不但能帮助这些“老字号”找到

“失联”的消费者，并且创造出新的消费群

体。这就是“老字号”故事的新篇章。

近日，多名用户反映称，接到了不少骚扰

电话，和以前多以400开头的号码不同，近来

接到的骚扰电话多是以95开头，而且多为8

位数。田先生称，仅5月5日一天，他就接到

了20多个95开头的骚扰电话，平日这种电话

有时候多有时候少，打来的电话基本是推销

商铺、推销保险、贷款服务等不同内容。记者

发现，多家公司可提供95码号代办，价格在4

万至6万不等。还有公司称，可帮企业达到

申请95号码的条件，只要给钱就行。（5月8日

《北京青年报》）

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有手机用户没有接

到过骚扰电话或短信反倒有些不正常。这些

骚扰电话可能来自于商家的反复推销、促销，

也可能来自于违法犯罪分子实施的诈骗或恐

吓。普通人如果经常接到推销电话，很可能

导致工作生活受到极大干扰，不胜其烦。而

根据目前的有关规定和技术手段，要想有效

遏制骚扰电话，势必做到源头治理，切断其呼

入路径。

应该看到，如果没有人为商家违规接入

呼出线路，哪怕商家获取了再多资源，也无法

通过 95 开头的号码持续不断骚扰他人。也

就是说，除严格保护个人信息不泄露外，关键

要约束相关电信企业。

根据报道可知，多个公司均称可以提供

95号码办理服务，对于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公

司，其可以帮忙办理。甚至，这些公司的工作

人员明确称，很多购买或租用95码号的公司

都是一个目的，就是用来做推销，“即便被标

记成骚扰电话了，后期可以做处理，花点钱解

除一下就可以了”。由此可见，无论是代办公

司还是相关商家，对相关行为的违法性认知

清清楚楚。

这透露出让人震惊的“黑洞”，即在手机

号码实名制背景下，供商家使用向不特定人

拨打电话的号码却可以由一些中介公司轻松

“代办”，“即便被标记成骚扰电话了，花点钱

解除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后门，恐怕也是商

家有恃无恐拨打骚扰电话的主要原因。

必须强调，人们享受互联网、移动通信便

利的同时，也有不被骚扰电话扰乱生活安宁

的权利。对此，《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

方案》明确表示，要加强语音线路和码号资源

管理，各基础电信企业要按照“谁接入谁负

责”的原则，严格语音线路和“95”“96”“400”

等码号资源的用户资质审查，规范资源使用，

全面掌握使用主体、接入位置、资源用途、允

许传送的主叫号码等信息，定期排查语音中

继、互联网专线接入，杜绝违规使用线路资源

的行为，严禁为非法经营、超范围经营提供线

路资源和业务接入。

可见，有关部门已经找出了症结所在，那

么，在具体的措施中，势必严格落实电话实名

制，强力打击改号软件，让商家失去骚扰他人

的电信资源。同时，夯实运营商责任，要求其

提升技术手段，切断来源不明电话的路径，尤

其不得为可疑人员提供号段资源，暂停或收

回违规者的号段资源。当然，也有必要将拨

打骚扰电话定性为寻衅滋事，视情节轻重追

究其行政乃至刑事责任。这样才能全面堵

截，并从源头上切断骚扰电话的呼出路径，让

人们拥有不被骚扰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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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骚扰电话离不开源头治理

老字号复兴，是城市文化魅力的扩展

网友说
@阿▲陈——交钱是让他们知

道规则制度是不能破坏的。

@人过留名——让他们把救援

费也交一下吧，顺便列入黑名单进行

惩戒！

@知足常乐——5000元罚款，与

对自然的破坏和对人力物力等公共

资源的浪费相比，实在太少了！支持

“从重处理”。

@武正辉——非法穿越无人区，

浪费大量公共资源。既然违法违规

就要对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沈林明——中国缺少探险精

神，就别为难他们了。这样的搜救就

当演练吧。

@叹息——规则意识太差了，目

无法纪，对自己和家庭也没有起码的

责任感。5000元的罚款不算多，要让

他们吸取教训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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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的有关规定和技术手段，要想有效遏制骚扰电话，势

必做到源头治理，切断其呼入路径。

今年3月，90后杭州小伙冯浩与女友林

夕、徒步爱好者李志森组队进入羌塘无人区

徒步穿越，十天后，冯浩独自离队后失联。5

月5日，失联50多天的冯浩在乌兰乌拉湖东

侧被平安找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穿越羌

塘无人区的活动属于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非

法行为。而李志森、冯浩与林夕也受到了当

地相关部门的行政处罚，面临 5000 元的罚

款。（5月8日《北京青年报》）

起初冯浩与林夕不接受行政处罚的原因

是，冯浩认为自己是初犯，5000 元的处罚有

些高；林夕则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不会交罚

款。然而，我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34条明

确规定，未经批准不得进入自然保护区，对不

服从的团体或个人，将予以罚款。2017 年 5

月，西藏自治区林业厅发布《关于禁止在羌塘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组织非法穿越活动的公

告》，严禁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组织或进

行非法穿越活动。冯浩等私自穿越，违反了

法规，此为一错。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称为“世界屋

脊的屋脊”，在自然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

护、科学研究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科研和

生态价值，自然生态宝贵而脆弱。三人私自

闯入，必然对环境造成破坏，此为二错。

冯浩失联，当地警方组织大批人马展开

搜救，耗费了人力物力财力，造成公共资源

的损耗，此为三错。

近些年来，探险等户外运动日渐风行，但

户外探险行业尚不规范，基本处于缺乏监管

的状态。一些具有冒险精神的驴友，过高估

计了自己的能力，对风险准备不足，这使得他

们常常怀着侥幸之心逃避监管，导致险情也

就在所难免了。无法想象，倘若私自穿越无

人区不接受任何处罚，还像无事人一般，势必

形成不良示范，导致更多的户外运动爱好者

依样画葫芦甚至“赶超”，给保护区带来更大

创伤，也给穿越者的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经过教育、劝说，李志森等三人已认错认

罚，但此事的影响与反思仍在继续：一方面，

政府部门要规范户外探险活动，落实监管责

任，严格执行相关法规，查处任性而为的违规

驴友；另一方面，驴友们也要认真吸取此事件

的教训，在科学、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开展户

外运动，自觉遵守相关规定，珍爱生命，莫让

公共资源为自己的无知无畏买单。

擅闯保护区者就该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斯涵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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