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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话题

近日，网友“一棵小树”在本报微信公众平台
留言说：“街上经常看到几个年轻人一起，勾肩搭
背，成群结队呼啸而过，感觉这种行为很不好，不
但影响自身形象，也有损城市形象。”

调查

12月21日，网友 “一棵小树”告诉记者：“前
几天去商场买东西，经过路口的时候，看到几个年
轻人，并排走在街道上，勾肩搭背的，并且还吸着
烟，不少市民看到这一幕纷纷躲避。这也太不注意
形象了，很不文明。”

“我是真看不惯这种行为，流里流气的，有些人
遇到漂亮姑娘还吹口哨。或许他们自己认为这很
酷，其实在别人看来则不然。”采访中，市民孙先生
说，他也经常遇到这种行为，想提醒别人在街上好
好走路，但又觉得不好意思。

“在大街上这样肆无忌惮确实不妥，起码得注意
影响啊。中国乃礼仪之邦，公共场所注意形象，不
但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他人的尊重。”一位市民
说，“希望个别人注意一下，改变自己的一些不文明
行为。”

网友“一桶金”：我觉得在公共场所更应该注意
自身的形象和行为，因为这不但体现着个人素质，
也反映着城市形象，大家都改改自身的坏习惯吧。

网友“水源头”：那些不文明行为的发生，完全
是个人素养不高的体现，相关宣传教育仍需加强，
从小抓起。建议可在一些公共场所开辟不文明“曝
光栏”，对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和人进行曝光，监督提
升公共场合文明氛围。

网友“大个子”：公共场合，虽然大家都是匆
匆过客，但行为举止须秉持社会公德、尊重他
人，切莫让自己的“一举一动”成为别人的负担
或者“负面”教材，应做一个有文明素质的良好
市民。

热议

勾肩搭背形象差

□本报记者 王麓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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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陶小敏

12月 21日晚上11点半左右，网
友“天边的云”在朋友圈发消息称：

“刚坐出租车到黄山路，计价器显示为
5 元，出租车师傅却说，晚上过了 11
点得加收一块钱，让我再掏了一块
钱。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出租
车是有这规定吗？”

网友“小小鸟”：听过这种说法，
不过好像都在出租车计价器上设置好
了，再额外收钱，倒是没听说过。

网友“、旧人”：出租车司机骗你
的吧，现在哪儿有这规定。

网友“待定”：以前好像听说过有
燃油附加税，要加收一元，不过现在没
有了。最近我坐车没被多收过这一块
钱，遇到这样的司机就投诉吧。

12 月 22 日，记者联系到了网友
“天边的云”。她告诉记者，12月 21日
晚上 11点半左右，她从市区泰山路园
丁园小区附近搭乘一辆出租车，到达目
的地黄山路阳光世纪苑2期后，出租车
计价器显示为5元，但递给出租车司机
5元钱后，出租车司机却表示要多加一
元钱。“过了晚上 11 点，都要加一块
钱。”司机说。

“有这说法吗，我咋没听说过？”当
网友“天边的云”对出租车司机的说法
表示质疑时，司机告诉她这是项规定，
已经实施了好几年了。网友“天边的
云”说，她虽然对出租车司机的说法有
些怀疑，但由于急着下车，便没有多说
什么，按对方要求又给了一块钱。

“我坐车这么多回，第一次听说晚
上过了 11点要加一块钱，难道是新规
定我不知道？”网友“天边的云”说，
只是记得几年前有多收一块钱“燃油附
加税”之类的说法，现在除了打表价格
再多收一块钱，她表示不理解。

就网友“天边的云”的疑惑，记者
采访了市客运办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
在了解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告诉记者，
晚上 11点以后的确有加价一元，但都
已经在出租车表上设定好，乘客只需要
按打表数字给予车费即可。如果出租车
师傅再次收费一元，就相当于重复收
费，属于违规行为。结合网友“天边的
云”给出的该出租车的车牌号，市客运
办表示，将会对该车辆进行调查和情况
核实。

晚上过11点 出租车多收一元钱？
客运办：有这样的规定，已在计价器上设定好了，无须额外再掏

□本报记者 焦 靖

“晒娃、微商、秀恩爱”被认为是
微信朋友圈里的最易被屏蔽的三种行
为。在社交网络发达的今天，不少人的
朋友圈里都被“晒娃狂魔”占领了。那
么，频繁“晒娃”是基于一种怎样的心
理？到底好不好呢？近日，记者对此进
行了采访。

朋友圈里频晒娃

市民马女士是一位全职妈妈，她

告诉记者，自从当上妈妈，尤其是全
职妈妈后，她的手机、平板电脑里基
本上全是孩子的照片，她会隔三差五
地在朋友圈晒孩子的照片，比如孩子
长了第一颗牙、终于叫妈妈了、学会
走路等，她都会兴奋地拿起手机拍下
来，发到朋友圈。

“之前有位同事许久不见，第一次
见到我三岁的女儿就显得很熟络，女儿
问她为什么，那位同事说经常在朋友圈
看她的照片。”马女士说。

市民赵先生也是如此，他告诉记
者，由于和妻子儿子在外地生活，家里
的亲戚们都是通过微信朋友圈了解孩子
的近况。“孩子换了新发型、准备入幼
儿园，生活的事我都会发在朋友圈，自
己有个记录，也让关心孩子的人能够看

到。”赵先生说，至于朋友圈里的人怎
么看待，他并不在意。赵先生认为，朋
友圈的屏蔽功能就是为了让人筛选信
息，不想了解的完全可以屏蔽。

“每个孩子都是家长心里的宝，人
家晒是自由，不爱看的话就别看，无权
干涉人家。”市民郑先生认为，晒娃是
因为爱娃，但也要注意晒娃带来的一些
负面影响。“国外都出台相关法律了，
禁止父母通过社交网络泄露孩子的隐
私，国内也经常听说因为晒娃出现安全
问题。”郑先生说，晒娃可以，还是应
该行之有道，注意保护隐私信息，从而
保护儿童的安全。

晒娃应适可而止

记者就此采访市心理咨询师王慧
玲。她说，很多家长晒娃的心理和别
人发自拍、晒美食一样，本质上来说
是在寻求关注，期望得到各种点赞和
回复。而一些父母，尤其是新手父母
晒娃则是在寻求认同，实质上是在晒
自己，父性本能是希望别人肯定他的
基因，而母性本能则希望别人肯定自
己的价值，希望从心理上获得来自外
界的认同和共鸣。甚至有的母亲在得
不到心理预期中的肯定时，会产生低
落、抑郁等不良心理。

王慧玲说，出于对自身健康和孩子
的安全考虑，在社交网络上晒娃还是应
该适可而止，一些可能泄露个人隐私的
信息还是少发为妙。可以把在朋友圈晒
娃改为为娃写日记、拍记录相册等方
式，这样既能在未来送给孩子一份珍贵
的礼物，也能维持自己在社交网络的人
脉和威信。

你的朋友圈被“晒娃狂魔”占领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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