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启青春新起点
——致2018级大学新生

“捡5角钱上交”的纯真需要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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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将

8月21日上午，在从济
南到北京的高铁上，一名男
乘客霸占了一女乘客靠窗的
座位，并以“站不起来”为
由，拒绝回到自己的座位。
经列车长及乘警劝说无果，
当事女乘客被安排到商务车
厢。目前，警方介入调查
此事。（人民网）

乘坐高铁，对号入座是
最基本的尝试，明明自己占了
别人的座，还理直气壮地叫他
人“三选一”，这是对他人合
法权益的侵害。更让人不解的
是，面对“座霸”，列车长和
乘警竟也束手无策。

难道真拿这种人没有办

法了吗？我看未必！
笔 者 以 为 ， 面 对 “ 座

霸”，不妨像惩戒老赖一样，
实施失信人惩戒制度，将其纳
入黑名单制度，让其为自己的
蛮横付出一定代价，迫使其懂
规矩、守规则，这是最简单、
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迫于舆论压力，目前该
男子进行了道歉，但笔者觉
得，此事不能仅以道歉了事。
如果开了这样的头，说不定还
会有下一个，大不了事后也学
学该男子，道个歉而已！

□晏 扬

日前，四川甘孜州亚丁景区
宣布将实行有偿搜救制度，景区
分不同区域，搜救费用为1.5万
元起和2万元起。景区工作人员
表示，每年因为非法登山、非法
穿越的搜救，景区要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甚至因搜救费用与游客
产生纠纷。出台有偿搜救制度是
希望减少这类纠纷，且出台前咨
询过法律专家，并进行了多次调
研。（《新京报》）

这些年，“驴友”给公众留
下的印象，除了是一群爱探险的
人，还是一群不守规矩的人。不
让走的偏远险路他们偏要走，不
让去的未开发景区他们偏要去，
成为新闻主人公的“驴友”，要
么是又被救援了，要么是又发生

悲剧了。经过这么多年的讨论，
社会舆论已经基本上达成共识：
游客违规探险，应自行承担救援
费用。一方面，唯有如此才彰显
公平，让违规者为自己的错误行
为埋单；另一方面，唯有如此才
能警示后来者，让所有游客遵守
景区规则。

但有必要提醒的是，实行该
制度应当坚守两个原则，以防其
变味儿走样。

其一，游客有错在先原则。
只有那些违反景区规定私自探险
的游客，才应该为搜救费用埋
单；那些在开放景区范围内正常
线路上游览的游客，无论发生什
么样的危险，景区都应当无偿给
予救援。比如有游客不慎跌落山
崖，或遇到大雨、大雪无法走出
景区，诸如此类的情形，游客有
权享受无偿救援等公共服务。要

谨防有偿搜救制度被一些景区滥
用，将本应无偿的搜救也归入有
偿之列。

其二，生命至上原则。即便游
客有错在先，搜救需要收费，景区
也要坚守生命至上原则，先救人要
紧，既不能因为担心事后费用纠纷
而在搜救行动上有所怠慢，更不能
搞什么“先付费、后搜救”——2014
年，甘孜州亚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发布“户外有偿救援公告”，
要求遇险游客“须汇款至管理局指
定账户，汇款到账后由保护区管理
局野外搜救队赶赴救援区域开展
救援”，这样的规定是错误的，也是
荒谬的先救人，后谈钱，即使救援
后有游客赖账，可以通过法律诉讼
解决纠纷，切不能以任何方式要挟
游客，更不能不付费就不救援。因
为有偿搜救，并不是一场生命和金
钱的交易。

□杨朝清

近日，一位六岁小女孩独自
跑进江西赣州市兴国县城岗派出
所，把捡到的5角钱交给警察，希
望他们帮忙找到失主。民警称，
小女孩和妈妈逛街时捡到钱，女
孩妈妈问她应该怎么处理，女孩
便把钱交到了派出所。民警表
示，会发布招领启事，找到失主前
暂由派出所保管。（《新京报》）

虽然现代化进程的滚滚车轮
让这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一分钱》这首儿歌显得有点

不合时宜，但它依然能够对孩子
们进行精神和文化层面的“营养
输送”。拾金不昧作为一种美德，
并没有因为急剧的社会变迁而失
去存在的价值。

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出发，“捡
5角钱上交”有些得不偿失，女孩
专门跑到派出所交给警察，警察
发布招领启事，失主前来认领，
拾金不昧看起来有些成本大于收
益。从价值理性的角度出发，只
要是对公共福祉有益的事情，即
使多付出一些代价也值得。拾金
不昧契合价值理性，不能用捡到
钱的多少来进行评判。

“捡5角钱上交”见证了价值
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摩擦与碰撞，
纯真的孩子犹如一面镜子，观照
出一些成年人精神世界的“杂草
丛生”。在日常生活中，不少成年
人总是想方设法“走捷径”“钻空
子”。不论是“公交克隆卡”，还
是屡见不鲜的插队现象，抑或

“拾金索酬狮子大开口”，被功利
与算计浸润的成人们，让赤子之
心流失。

面对“捡5角钱上交”，妈妈
和民警都懂得呵护孩子的纯真，
都愿意守卫价值理性。与5角钱
相比，这样的善意更值得点赞。

□刘 敏

栀子花开，芬芳洁白。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刚从高

考中脱颖而出的你们，将进入大
学开启青春的新起点。一路升
级打怪成功晋级，对未来一定充
满憧憬。作为过来人，祝福之余
想轻轻叮咛一句，别忘了在行囊
里放一样东西，它的名字叫别松
劲，请奋斗。

就在不久前，教育部长陈宝
生说了，“中国教育‘玩命的中
学，快乐的大学’现象应该扭转，
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这位中
国教育部门负责人的话，你听懂
了吗？奋斗是年轻与生俱来的
底色，与其在离开时后悔“没能
全力以赴”，不如“从第一天起就
好好把握”，别让大学生活贴上

“随遇而安”的标签。
如果说高考是一道分水岭，

那 么 这 分 水 岭 究 竟 意 味 着 什
么？一个网络段子大概能代表
部分人的看法：高考是人生的巅
峰，解得了数理化，说得了外国
话 。 仿 佛 高 考 就 是 奋 斗 的 终
点。但生活是个很现实的过程，
没有百分百的努力，就别企望高
品质的生活，没有全力以赴的奋
斗，理想就会与你分道扬镳。高
考后便卸车下马，人生哪还有底
气憧憬前途。

辛辛苦苦过舒服日子，舒舒
服服过辛苦日子，这个道理的正
确性无时无刻不被证明着。袁隆
平、屠呦呦……爬坡的过程很艰
苦，但山高人为峰的喜悦无与伦
比。在最该努力的日子里放松懈
怠，世界再大你拿什么去看看。

奋斗不是嘴上说说就行，它
是个动词更是种状态。倘若牛
顿只看到苹果从树上掉落而没
有去探究根源，假如弗莱明直接

扔掉了发霉的细菌培养皿而没
有坚持研究，爱迪生在第 999 次
实验失败时选择放弃，那么世界
科学史将留下多少遗憾！对于
许多优秀学子而言，缺乏的往往
不是雄心壮志，是“守正笃实，久
久为功”奋斗的精神。而世界上
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了理想奋
斗不息。

奋斗各有色彩，生命之花可
以开在任何路口。期待你以理
想为引领，坚持独立思考、不盲
从不流俗，在少有人走过的理想
之路上绽放独特绚烂的烟火。

优异的高考成绩只代表你
的昨天，期待你整装待发，以奋
斗的姿态开启新的征程。历史
从来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
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
怠者、畏难者。请以梦为马，努
力拼搏，让生命的底色在奋斗中
更加鲜亮。

景区有偿搜救 要坚守两原则

□王学明

近期，我市开展机动车
不礼让斑马线专项整治行
动。那么，目前机动车礼让
斑马线的情况如何？记者采
访发现，部分机动车通过路
口，有交警时能让行，没人
监督不礼让。（详见本报昨日
03版）

斑马线既是交通安全的
警示线，也是行人的生命保障
线，更是城市文明形象的标志
线，行人、机动车司机如果能
够相互礼让斑马线，既能展现
城市的温馨美好形象，也会大
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降低交
通安全事故发生率。

通 过 新 闻 报 道 我 们 看
到，不管是对主动礼让斑马线
的司机进行奖励，还是对没有
礼让斑马线的司机进行处罚，
我市有关部门都在积极行动，
可以说取得了良好效果。但也

应看到，在整治行动中还面临
一些难题。比如，执法力量有
限，不可能值守每个交通路
口，致使一些机动车有交警时
能让行，没人监督不礼让。

让礼让斑马线成全民自
觉行动，绝非一日之功，必须
集全社会的共识和力量。作为
交通执法部门，对不能做到礼
让的司机，应该严格执法，通
过严查严管严治形成震慑，同
时要加强对乱闯斑马线行人的
教育引导，引导他们强化遵守
交规意识。对于机动车司机来
说，要自觉遵守交规，在开车
经过斑马线时，要轻踩刹车慢
速通过，尤其遇到行人正在通
过人行横道时，要主动避让。

礼让斑马线，既是市民道
德素养的具体体现，也是衡量
城市文明的标准。对于我们每
一名市民来说，要在心中树起
礼让意识，让“安全文明过斑马
线”成为一种自觉，如此我们的
城市才会更加文明和谐。

礼让斑马线 应成全民自觉

只能电子支付不接受现金支付，商家这样的行为在安
徽将被集中整治。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了解
到，安徽省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工作组已经成立，即将开
展拒收人民币现金集中整治工作。（新华社）

保障消费者支付方式选择权，不能只是公告强调“不
得”，必须加以重视，依法整治，实行零容忍，让商家坚
决“不能”“不敢”。

面对“座霸”不能只靠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