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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万象

据媒体报道，近日有
网友在高铁上经历了这样
的一幕：一批刚从军校毕
业的学员登上了开往分配
地的列车。一些没买到坐
票的乘客怨声载道，嘟囔
着为什么当兵的不给让
座。还有乘客在旁附和道

“你以为当兵的会像电视
剧中演的那样给你让座？
好人没有那么多！”5 分
钟后，火车开始平稳行
驶，只听见人群中传出这
样一句话：“我们都站起
来，给没有座位的人让个
座。”

这件事在网上被曝光以
后，抱怨的乘客有没有羞
愧，暂时无从得知，但是网
友们可以说是很生气了。纷

纷留言指责这些“巨婴”乘
客！“为什么买到坐票的军
人，必须给没买到票的乘客
让座呢？”……

针对“战士在列车上被
乘客无端要求让座”，1月25
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在国防部例会上做出回应。

有记者提问道：“我
注意到一篇关于“军校学
员坐火车引发无座老百姓
不满”的报道，可能因为
春运期间火车票确实不太
好买，后来军校学员就给
他们让了座。请问您觉得
这个座该不该让？在军人
和地方老百姓相关利益方
面该如何平衡？如何能够
真正提升军人的地位和荣
誉感？”

吴谦回应称：“我注
意到了那篇报道，还有下
面的评论。在这里我想说
两句话：第一，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
宗旨。第二，军人的合法权
益必须得到保护。”

晚综

□伍里川

实话实说，这些年来，随
着高铁动车的普及，火车车
厢里，乘客被挤成卡片的景
观已经越来越少见了。不
过，高铁动车车厢里，站票并
没有消除，这当然是出于运
力最大化的考虑。那些站累
的乘客，花了和二等座票同
样的钱却没位子可坐，飙几
句怨言，似乎也能理解——
但是，那得看对谁飙。你要
是对着军人说三道四，指责
他们不该坐在座位上，那就
大错特错了。就是对普通乘
客，那也对不上啊。

坐在座位上的人，无论
是谁，只要花钱买的票，就无
可指责。让你是情分，不让
你是本分。现有规则之下，
这是最公平的体现。

军人是一个担负着特殊
任务的令人尊敬的群体。他
们乘车远行是在执行任务。
既然是在执行任务，你又有
什么资格让他们从座位上起
来呢？再说，还有“军人优
先”的规定呢。

高铁车厢里的军人闻怨
起身，这是他们所表现的素
质，但这不等于说，你就能心
安理得地坐上去。

道德绑架所产生的结
果，我们不愿看到。现实中，
道德绑架事例颇多，如“受伤
女孩地铁上拒不让座遭老汉
掌掴”。这类现象令人忧虑。

而值得一提的是，据披
露此事的微博描述，埋怨军
人不让座的人，也只是小声
嘀咕，并没有放肆强令。所
以批评归批评，也别集束炮
轰了。

相信每个人都有着令人
难忘的感动的人和事。但在
你不知道的地方，为我们遮风
挡雨的人民子弟兵，也深深地
感动着你我、温暖着你我。

执勤战士哨位上向父
母敬礼

2017 年 1 月 13 日，在北
京西站南广场，一对来自河南
焦作的夫妇抱着年仅 4 岁的
小儿子久久站立在寒风中。
原来，这对夫妇从河南老家来
北京办事，临时决定探望正在
武警北京市总队十六支队服
役的大儿子武孟杰，谁知由于
春运安保需要，武孟杰被选拔
补充到了北京西站执勤一
线。为不打扰儿子执勤，他们
婉拒了部队的安排，拉着行李
折返回车站，本想远远地、悄

悄地看看儿子就走，可没想还
是被“火眼金睛”的儿子发现
了。

父母见到了许久未见的
儿子，早已泪如雨下；儿子见
到父母，眼泪也在眼中打转。

抗震救灾行动中的“最
美逆行”

2017年8月8日，四川省
阿贝州九寨沟县发生7.0级地
震。8 月 9 日下午，在离震中
约四五公里的地方，连续出现
几处塌方。当时，有100多名
群众站在塌方的另一侧等
候。战士张国全在已经连续
救援 40 多个小时的情况下，
还担负着转移群众的任务，面
对频繁滚落的碎石和无法预
测的危险，他用“最美逆行”践
行着军人的使命担当。

军人坐火车被埋怨不让座
网友怒怼“巨婴”乘客
国防部：军人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护

短 评

埋怨军人不让座，大错特错军人还有这些感动瞬间

近日陕西周至县破获了
一起拐骗女孩的案件。记者
了解到，此案中搭载犯罪嫌
疑人的顺风车司机冯师傅，
根据嫌疑人提出的一道“乘
法题”发现破绽并报警，目
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
留。1 月 26 日，周至县相关
部门向冯师傅授予了“见义
勇为”称号，并颁发了奖金。

谎称搬书骗走女孩

1 月 22 日下午 2 点半，
周至县的一名辅警林青 （化
名） 收到女儿学校打来的电

话，学校告诉林青，他的女
儿还没有到学校上课。林青
刚刚满腹疑虑地挂了这个电
话，就收到了一个陌生的来
电，对方称他的女儿正在自
家的汽车上，可能被拐走了。

原来，1 月 22 日下午，林
青 6 岁的女儿小红（化名）去
上学，在快到学校的时候遇到
了犯罪嫌疑人张某。

小红家到学校的距离只
有几百米，但张某在一个小
巷子里截住了小红。张某谎
称自己要给学校搬书，希望
小红能帮忙，还答应给她10
元钱。“小孩子天真，没有要

钱就跟着犯罪嫌疑人走了，
犯罪嫌疑人还要求孩子管他
叫‘舅舅’。”随后，张某利
用叫车软件，叫上了冯师傅
驾驶的顺风车。

顺风车司机发现端倪

冯师傅表示，当天他送
妻子回娘家，想顺便拉个顺
风车。张某带着小红上车
后，就觉得两人有些问题，
因为两个人穿的衣服明显不
是一个档次。

车开到半路，张某为了
安抚小红，给小红出了一道

乘法题。“小红只有6岁，还
没学过乘法，当时就问张
某：‘什么是乘法？’”这立
即引起了冯师傅夫妇的警惕。

此后不久，趁着张某上
厕所的时间，冯师傅向小红
了解到她不认识张某，并向小
红要到了她爸爸的电话号码。

周 至 县 警 方 收 到 报 警
后，以约车的名义问到了冯
师傅的车号和行进方向。警
方根据位置截停了冯师傅的
顺风车，并将张某抓获。目
前，张某已被当地警方以涉
嫌拐骗儿童罪刑事拘留。

据《北京青年报》

因一道乘法题 司机识破人贩救出女童

春节临近，年夜饭预订又火了，
一些商家的“小算盘”打得“啪啪”
响。有消费者投诉，一些饭店提出的
年夜饭“限时吃完”“超时收费”等
要求涉嫌侵权。法律专家建议消协和
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大查处力度。

近期，一则 《成都 2018 年夜饭
预订攻略》的网帖在朋友圈很火，但
也有消费者反映，预订虽方便，过程

“坑”不少，如某酒店把年夜饭分两
轮，第一轮须在1.5小时内吃完；某
酒店要求消费者须在晚上9点30分之
前吃完，否则每隔半小时加收100元
超时费。

记者暗访证实了消费者的上述举
报。成都中心城区一家酒楼订餐员表
示，除夕夜的包间分两个时段安排就
餐，一个是17点30分到19点30分，
一个是19点30分到21点30分。“我
们没有超时收费的规定，但是消费者
必须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吃完，不然不
接受预订。”

位于成都西二环的峨眉雪芽大酒
店订餐员提出，除夕夜用餐，最晚不
超过晚上 10 点半，因为很多员工都
想早点回家，超时费大厅每小时收
100元、包间每小时收200元。

记者暗访还发现收取年夜饭押
金、包间费涨价、除夕夜打烊时间普
遍提前等现象。成都市民张先生表
示：“在规定时间内吃完，感觉像在
完成任务，哪还有过年的感觉。”也
有部分市民认为，服务员除夕夜也想
早点回家团聚，餐厅收取超时费有其
合理性。

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龚勇表
示，消费者在酒店用餐，实际上与酒
店方达成了一种合同关系，酒店有相
关要求，既要在预订时明确告知消费
者，还要在店内显著位置标明，如是
否收取押金、提前打烊、收取超时费
等，以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不受侵害。

龚勇认为，多数国人吃年夜饭的
习惯是慢慢吃，酒店提前打烊的合理
性有待商榷，“限时吃完”“超时收
费”更没有法律依据，额外收取费用
还涉嫌变相涨价，需要当地工商、消
协等部门和机构及时出台细则，以确
认酒店方是否涉嫌用“霸王条款”侵
害消费者权益。

中国消费者协会也于近期发布了
2018 年春节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
预订年夜饭时，一定要看清酒店服务
内容，如可否自带酒水，有无最低消
费、开瓶费、包间费、订金，违约责
任如何约定等，以避免因电话预订或
考虑不周，导致后期因维权证据不足
而遭遇权益损害。 据新华社

年夜饭须限时吃完？
市民认为酒店规定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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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车上给乘客让座的战士们在列车上给乘客让座的战士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