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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莫乱鸣笛

□李小将

近日，网友“呆橘”在本报微
信公众平台留言称：前几天中午骑
车回家，在路口等红绿灯，一位轿
车司机在后面使劲按喇叭，吵死人
了。明明是红灯，他非在那里一直
按喇叭，让大家给他让路。记者调
查发现，这种乱鸣笛的现象在我市
很常见。（详见今日本报07版）

这种现象之所以很普遍，除了
关乎素质外，还与违法成本较低有
关。处理乱鸣笛，不像处理闯红
灯、违章停车等行为那样，有监控
视频等为证，由于存在取证难，加
之因乱鸣笛开出罚单的情形非常
少，这也助长了乱鸣笛这一行为，
让司机存在侥幸心理，按了就按
了，反正也罚不着。

如何根除乱鸣笛这一顽疾？一
是广大司机朋友要自律，尽量做到
能不鸣笛就不鸣笛，能“嘀”一声
尽量不要长时间按着喇叭不放；二
是有关部门应该依靠科技力量，酌
情对机动车乱鸣笛这一行为进行处
罚，不能因取证难而一再放任这种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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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妈“碰瓷”反转 究竟该反思什么
□陈广江

近日，网上热传一段“车祸”视频：一
个小女孩开玩具汽车时不小心撞到了一位大
妈，结果大妈坐地不起，有网友称“碰瓷新
高度”。据悉，事件发生在重庆巫山境内，老
人在倒地前被玩具车擦到过，小女孩父母第
一时间将老人送医，确诊骨折，并非碰瓷。
老人还婉拒了对方更多赔偿的提议。目前老
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新华网）

一夜之间，剧情反转。尽管大妈“碰瓷”
真相和网络的自净能力都令人欣慰，但反思不
能停。因为并不是所有老人跌倒事件都能打捞
出真相，也并不是所有老人都像这位78岁大
妈那样通情达理。那么，究竟该反思什么？

面对“大妈被玩具车撞后坐地不起”的视
频，网友几乎本能地站在了小女孩父母一边。
真相大白之后，人们才惊呼错骂了大妈。事实

再次证明，有图有视频不一定有真相，没有调
查就没有发言权，偏见思维要不得。

近些年，“老人碰瓷”反转事件并不少，
每次都引发热议，慢慢地，“老人变坏”或

“坏人变老”的论调大大减少。但个别的剧情
反转难以为老人群体正名，毕竟现实中“扶
不起”“不敢扶”现象仍存在，行车记录仪的
热销也是证明。

走出困境的根本途径只有一个：尽可能
避免老人独自外出和摔倒街头。老龄化时
代，不是老人变坏，也不是坏人变老，而是
老人变多了，摔倒的总是老人，“碰瓷”总会
发生在老人身上。这位大妈78岁了，年纪不
算小，连玩具车都能导致其摔倒并骨折，说
明身体可能不太好。这样的老人独自外出，
摔倒几率大大增加。

正视老人摔倒是大概率事件并尽可能避
免，才是“碰瓷”反转事件带给我们的真正
启示。2014 年，美国纽约市卫生局公布一项

针对65岁以上老年人的调查显示，摔倒是老
年人受伤的主要原因，最容易摔倒的地方是
家里，而卧室是最常见的摔倒地点，减少老
年人摔倒要以预防为主。在家里摔倒不是新
闻，在街头摔倒或被碰倒才是新闻，因为这
可能引发“碰瓷”“扶不起”等问题。

如何预防老人摔倒，不仅是知识和技巧
问题，还关乎子女的孝心以及政府的服务水
平。比如，老年人应经常适量运动，亲友应
该多关心老人，老人最好不要独自外出等，
关键是子女亲友要上心。另外，全社会应把
预防老人摔倒当成重中之重，政府要提供相
应的公共服务，把老人摔倒事件扼杀在萌芽
中。

老龄化仍在加剧，如果我们不重视如何
预防老人摔倒，而是一味在道德领域纠结，
老人摔倒或“碰瓷”事件还会发生。此外，
全社会还应尽快弥补急救知识和技能匮乏的
短板，敢扶还要会扶。

（请本版作者速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事件回放

议论纷纷

@解春元：默默的善意让人动容。
@遵喜：这个也不一定吧，有些人比

较懒喜欢订外卖，支付宝支付没刷饭卡。
有些人出去租房，自己做饭，也不刷饭
卡。情况太多了，从吃上卡我觉得不太科
学。

@蜂蜜不甜：这应该是最优的选择方
式，也是精准扶贫，总比让一些人骗了补
助款，到外面大吃大喝强。

@连云铁警：维护了贫困生的尊严，
比上台演讲再投票的强多了，而且简化申
请流程，为学校的做法点赞。

@花儿那样红：会不会有学生故意刷
数据，为了补助弄虚作假？

@杏花微雨：监管不能放松，不能让
暗地打款变成暗箱操作，必要的公示不能
少，防微杜渐别放松。

近日，南京理工大学启动“暖心饭
卡”项目，该校教育基金会通过数据分
析，每个月在食堂吃饭超过60顿、一个
月总消费不足420元的，被列为受资助对
象，直接将补贴款打入学生饭卡，学生无
需填表申请，不用审核。（人民网）

“暖心饭卡”

23日，贵州民族大学大三学生因逃
课被罚手抄2000遍“我再也不逃课了”。
有人说，这辅导员是在效仿罚画“幺
鸡”的老师；也有人说大学生太懒散，
就该这么管。学生说2000遍抄完腰酸背
疼，头昏眼花，连“我”字都快不认识
了。（《扬子晚报》）

点评：会不会再也不想上课了？

“公考禁在职”有何深意

□吴龙贵

今年以来，20余省份密集启动了2016年
公务员“省考”的招录工作，一些省份今年
的公务员招录扩招幅度较大。在公务员“国
考”禁止在职公务员报考的背景下，多省份
今年的公务员招录，也仅向“体制外”开
放，明确在职公务员不得报考。（详见3月25
日本报03版）

继“国考”首次提出禁止在职公务员报
考之后，多个省份的“省考”也出台仅向

“体制外”开放的政策，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事情。因为两者有着基本相同的逻辑。一
者，无论是国考还是省考，公务员考试终究
有其特殊性。相比于社会人员，在职公务员
由于身在体制内，更加熟悉公务员系统的话
语体系，无疑要更有优势，这会影响到公考
的公平。二者，如果允许在职公务员参加国
考、省考，一旦考上，他们原先的岗位就会
出现空缺，又需要重新招录，从而引发连锁
反应，这势必会影响行政效能，以及基层公
务员队伍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基层公务
员倘若始终处于人心浮动、动荡不安中，将

会造成人力和行政资源的双重浪费。
国考、省考禁止在职公务员报名，是公

考的内在要求。公务员考试一方面承担向体
制内吸纳人才的职责，另一方面也是有志于
行政事业的社会人员走进体制内的制度化通
道。这两方面的要求都决定了公考应当面向
体制外，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保障选才范
围的宽广，有足够的新鲜血液补充进体制
内，从而提升公务员队伍的活力和创新力。
如果在职公务员能够与社会人员同场竞技，
那么由于他们更具公考的应试能力，必然会
挤压社会人员的上升空间，这就容易形成公
务员系统人才流动的“内部循环”，固化原
有的思维方式和行政积弊，也会使公考的意
义大打折扣。

公考禁止在职公务员报考引发了一些基
层公务员的不解，这样的抱怨并非不可以理
解，基层公务员上升通道狭窄的问题还有待
进一步解决。在这个意义上，公务员招录改
革显然还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只有内部循
环和外部循环都畅通起来，公务员体制才能
发挥更大的价值和创造力。

近日，湖北宜昌某公园，郁金香花
田内数万株郁金香绽放，每天吸引数千
市民前去赏花留影，随手摘花等不文明
行为时有发生。公园在花海中安插重罚
广告牌并安排工作人员喊话提醒，无奈
大妈们与其躲猫猫使其喊哑嗓子顾此失
彼。（新华网）

点评：踏春伤花煞风景，无视警告
不文明。

25日，有网友爆料，路上看到一个
卖花女一直缠着一对情侣不放。看得出
男子并不想买花，但是卖花女分别使出
“钩、拉、缠、绊”等绝招，硬是不让男
子走。(人民网)

点评：“花式扰客”要不得。

□堂吉伟德

“怎样才能让妈妈不玩手机？”“爸爸妈
妈不理我是不爱我了吗？”“怎样才能让妈妈
更爱我？”“如果我是爸妈的手机就好
了”…… 这些都是家住河南洛阳的10岁女孩
苗苗使用iPad留下来的搜索记录，一个孩子
敏感脆弱的心理竟然以这种方式呈现在父母
面前。（3月25日《北京晨报》）

“如果我是爸妈的手机”的内心呼喊，
让人看了无不动容。当手机占据了家长太多
的时间，对孩子就难免会疏忽，尤其是对尚
处于懵懂之中，急切需要得到父母关爱，给
自己更多亲子时间的孩子而言，手机依赖症
下的父母，离自己的要求越来越远，久而久
之，便成为一种内心的疑虑与亲情的渴求。

玩手机对亲情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很
多人千里迢迢回家探望父母，结果大部分时
间都浪费在了玩手机上；朋友之间聚会，不

久之后就是旁若无人玩手机，跟身边的人很
少进行交流与沟通，可以说，手机已夺去了
现代人的自由，并割裂和伤害了人与人之间
的真挚情谊。除此之外，玩手机还是一种风
险极高的活动，除了会引发各种疾病，比如
颈椎炎、手指炎和视力障碍之外，还可能会
带来生命危险。

从科学的层面来说，手机依赖症属于一
种心理疾病，因而在思想上不能轻视。不
过，手机依赖症如同“温水煮青蛙”一样，
是长期的习惯所形成，若不能正确认识到其
危害性，并采取更多的措施远离，那么就可
能越陷越深。

只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才会从自我设
定的“手机圈中”摆脱出来。“如果我是爸
妈的手机”是强烈的亲情渴求，也是对摆脱
手机依赖，把空间和时间还给孩子的呼吁。
手机依赖不仅占用了自己宝贵的时间，也成
为亲情是大的毒药。从手机依赖之中走出，
是父母的责任，更是孩子的期盼。

“如果我是爸妈的手机”让人动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