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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社会新闻

全球多地遭遇热浪侵袭 极端最高气温超过50℃

“最热一天”刚过“最热一年”不远？

今天上午，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晒

出“夏季行动”阶段性成绩单：一个月来，上海

报警类警情下发数、刑事案件立案数较2023

年同期分别下降9.3%、13.8%。

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助理陆敏韡警官介

绍，6月24日全国公安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

治行动”以来，上海警方紧扣夏季社会治安规

律和夜间违法犯罪特点，结合“砺剑”专项行

动，先后开展4次全市性集中清查整治行动，

最大限度激发巡防合力，挤压犯罪空间。

突出整治“黄牛”扰序
暑期以来，上海文旅市场持续火爆，但一

些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严重影响游客体验。

上海公安治安部门依托“专业+机制+大数

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坚决打击整治欺诈消

费、倒卖票证、兜售扰序等涉旅违法犯罪行

为。

7月12日，上海国际数字娱乐动漫文化

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警方在加强现

场秩序维护的同时，根据前期工作线索抓获

多名嫌疑人。经查，魏某等人为牟利，以强行

推人进入安检口、兜售“邀请函”等方式扰乱

现场秩序，目前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陆敏韡介绍，一个月来上海警方持续开

展“黄牛”扰序等突出问题整治，侦破案件14

起，抓获60余人。

此外，警方从重打击网络谣言、网络水

军、网络暴力，主动发现、快速核处网络谣言

60余起，依法查处造谣传谣人员74人。

侦破33年前命案积案
近期，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一起33年前的

命案积案。这起命案发生在1991年12月，因

当时技术受限，案件侦查陷入僵局。近日依

托痕迹物证比对技术的迭代升级和侦查员的

锲而不舍，警方终于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上海公安刑侦部门在连续第10年保持

命案全破的基础上，对历年未破的命案积案

坚持“命案不破、专班不撤”，采取“一案一组、

一追到底”攻坚措施，运用科技手段，赴全国

各地梳理核实案卷线索，寻找突破口。

“夏季行动”以来，警方严打严防易发高

发重点类案，并深入城市广场、街心公园和群

众夜间纳凉场所开展安全宣传。行动以来，

全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接报数、案损金额、立

案数分别同比下降34.7%、68.3%、41.8%；通

过“资金盾”防阻体系拦截涉诈资金3亿元，

帮助7000余名潜在被害人避免损失。

结合夏季特点攻坚
相比其他季节，夏季交通安全面临更多

挑战——避暑游、亲子游、研学游、毕业游等

旅游客运量大幅提升，超员、超速等违法行为

易发；货车驾驶员易多拉快跑、昼伏夜出、困

倦急躁，疲劳驾驶等风险加大；夜间餐饮娱乐

活动增多，今夏又逢奥运会、欧洲杯等赛事，

对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防控面临更大压力。

上海公安交警部门坚持问题导向，将“三

超一疲劳”、酒驾醉驾、“飙车炸街”、不系安全

带、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违法以及电动自行车

乱骑行、骑乘人员不戴头盔等20类市民群众

深恶痛绝的交通顽症作为整治重点。一个月

来，全市道路交通类警情同比下降4.7%，事

故数同比下降41.9%。

夏日炎炎，“舌尖上的安全”同样不容忽

视。上海公安经侦部门聚焦食品安全，特别

针对网红食品、网络外卖食品、特色小吃餐饮

等犯罪深入打击。 本报记者 杨洁

市公安“夏季行动”初见效
报警类警情下发数、刑事案件立案数明显下降

本报讯（通讯员 陈淋清 记者 鲁哲）7

月24日，“打羽毛球被流浪猫绊倒”再审案在

闵行区人民法院第一法庭一审公开宣判：撤

销原审判决；对原审原告吴某某的合理损失

240198.2元，由原审被告体育用品公司承担

80%赔偿责任即192158.56元，由原审被告肖

某某承担20%赔偿责任即48039.64元，吴某

某对自身损害后果不承担责任。

2023年4月20日，吴某某在羽毛球馆打

球过程中因踩到流浪猫摔倒受伤，手术治疗

后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双方就赔偿事宜

沟通未果，吴某某起诉至法院，认为体育用

品公司作为球馆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肖某某作为球馆工作人员和流浪猫的饲

养人，应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法官认为，虽然肖某某有购置猫粮、在

相对固定地点投喂涉案猫、为涉案猫起名等

行为，但是投喂地点在球馆东门外厕所附

近，属于开放式公共空间，并未实现对涉案

猫的独占性支配，且肖某某对涉案猫的行动

轨迹和活动范围并未管控，故不能被认定为

涉案猫的饲养人或管理人。

体育用品公司作为羽毛球馆的经营者

和管理者，在发现有教练投喂猫的情况下予

以放任、疏于管理，未能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在猫进入球馆后也未能及时发现、驱离，导

致损害发生。因此，体育用品公司具有主要

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

肖某某作为体育用品公司的羽毛球教

练，应知晓球馆的安全性要求，在紧邻球馆

东门投喂涉案猫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涉案猫的生活习惯，增加了涉案猫进入球馆

的风险，给球馆内的正常羽毛球运动增加了

异常风险。因此，肖某某对吴某某的损害发

生也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

打羽毛球被猫绊倒案再审宣判
投喂者被判赔偿4.8万元

今日论语

■美国消防员在野火现场灭火 图GJ

在一片热浪中，地球度过了“最热的一

天”。据新华社报道，欧盟气候监测机构报告

显示，7月21日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

天。当天全球日平均气温达到17.09摄氏度，

比去年7月6日创下的纪录高出0.01摄氏

度。而仅仅过了一天，该机构监测又显示，7

月22日超越21日，成为“最热的一天”。

从2023年6月至今年6月，全球单月平均

气温已经连续13个月创同期最高纪录。有专

家预计，2024年可能“碾压”2023年而成为“最

热一年”。

高温引发致命事故
美国加州死亡谷国家公园位于沙漠地

区，游客们喜欢在其中一个显示实时气温的

标志牌前排队留影，因为这里是整个北美大

陆地势最低、最炎热和最干燥的地方。

7日，死亡谷国家公园气温一度高达53.3

摄氏度，一名来此旅游的摩托车手因中暑死

亡。而公园管理人员表示，当气温超过48.8

摄氏度时，救护直升机不能安全飞行，因此无

法及时救援。

这起死亡事件发生时，美国正经历一场

大规模极端热浪。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约

有3000万人处于高温警报下。休斯敦地区一

名64岁妇女在因高温断电的家中饱受折磨，

被送至医院后死亡。

在狂风和干燥天气的双重作用下，美国

多地发生野火。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

汇总，美国西部约有69处大型活跃野火。

多地开启“高烧模式”
最近一个多月，全球开启“高烧模式”。

意大利西西里岛以宜人气候闻名，近日

却遭遇罕见高温冲击，导致湖泊干涸、水源短

缺。西西里岛2月就曾因干旱宣布进入紧急

状态，同时实施限水措施，100多万人实行限

量供水，大多数地区切断夜间供水。

克罗地亚上周迎来数十万前来避暑的游

客，在克罗地亚的海水温度创下历史新高之

际，游客们试图跳入海水躲避高温。

中东多个国家和地区最高气温已突破50

摄氏度，持续高温不仅危及民众健康，也使本

已不堪重负的电力系统压力倍增。

伊拉克巴格达市民哈桑说：“出门在外感

觉一切都快沸腾了，在户外打个生鸡蛋几分

钟就能‘煎’熟。我们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

出，但是在家也经常停电，实在难以忍受。”

需要国际共同解决
近年来每到夏天，上述似曾相识的画面

就不断上演。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气候变化

正在增加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强度。

“气候难民”变得引人关注，有统计数据

显示，2023年全球因气候原因被迫迁移的民

众达到2000多万人。联合国难民署的报告更

是让人揪心：气候变化甚至起到了“灾害增倍

器”的作用，导致更多因为贫困和争夺资源而

引发的冲突。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把应对气候变化

称为“人类生死存亡之战”，若干关键问题仍

有待国际社会共同解决。各国应对气候变化

的能力存在巨大差异，背后是发展水平的巨

大差距。正如中国所指出的，要阻断气候变

化向安全风险传导，最根本的办法是从发展

入手，帮助发展中国家跨越发展鸿沟，提高气

候韧性和应对能力。

在日益频繁且难以预知的极端天气事件

面前，留给人类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本报记者 吴宇桢 实习生 张小安

近日，霸王茶姬工作

人员上门要求顾客删除差

评一事，引发热议。也是

最近，有消费者反映，上海

一面包店          的

橱柜里有蟑螂爬行，上传

现场视频后，商家提出先

删视频再赔     元。目

前，涉事面包店已被市场

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消费者感到饮品味道

不好，便给了差评，这本是

再正常不过的行为，谁知

却引来商家上门要求“删

评”。尽管涉事门店店长

表示，是因为打不通顾客

电话，店员才会上门拜访

沟通，但这种行为难免引

起消费者不安。就算沟通

态度再好，也是在给消费

者施加压力。

类似的，消费者曝光

面包店卫生状况，也引来

商家删除视频的要求，还被商家投诉视频

失实，要求平台下架。这种想方设法消除

负面反馈的行为，反而给商家引来了更大

的品牌形象危机，可以说得不偿失。

消费者基于真实情况、真实体验给出

评价和反馈，是一种正当权利，也是商家发

现问题、提升品质的一种有效途径。如果

消费者给出差评就要遭遇商家施压，实际

上是消费者评价权受到了干涉。有句话

说，若差评不“自由”，则好评无意义。抹除

差评，只留下好评，看似是对品牌形象的维

护，实则是掩耳盗铃，还会损害商家的诚信

度，失去消费者的信任。

商家重视消费者评价本来是一件好

事，但如何正确面对和处理差评等负面反

馈，还需要商家建立起更加完善的机制，真

正尊重消费者的权益和感受。解决差评所

反映的问题，而非解决差评本身，才是正确

的回应之道。否则，即使消费者在压力之

下删除差评，问题仍然存在，差评仍然可能

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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