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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校规”

“不允许学生带手机进校园，一经
发现立即摔坏或抛入水桶；不允许学生
穿奇装异服，发辫不得超过21厘米，
一经发现，立即劝其剪短”。近日，山
西范亭中学出台的“学生管理十不准”
规定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校方表示，
这些措施学生认同，将会长期执行。
（据人民网）

新学期已经开始，“最严校规”无
疑是一剂治疗学生假期慵懒症的猛药，
能让学生“不寒而栗”，有助于他们收
起玩心，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学习中。
尤其是站在学校管理与学生学习成绩提
升角度讲，制订严厉校规是教育需要，
结合当下学校与老师不敢惩戒、不能惩
戒的现象，笔者认为“最狠校规”越多
越好、越狠越好。

——王传涛
出于品德教育和高考升学率的需

要，学校出台一些规定，去规范学生的
行为，本无可厚非。如禁止学生带手机
进校园、不允许学生穿奇装异服等，其
初衷显然是充满善意的。但规定太多，
管得太死，对学生的成长未必是好事。
特别是，诸如毁手机、剪短发之类，侵
犯学生财产权和个性自由的雷人校规，
明显越过了学校教育边界。

——汪昌莲
学生玩手机影响学习的确不假，屡

禁不止也的确令人着急。但也应该看
到，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无论是从遵
守法规还是本着教育宗旨来考量，学校
都应该在制定校规时，不仅使之具有合
法性与合理性，也不能以简单粗暴的方
式来对待学生。仅仅因为追求更好的管
理效果就销毁手机，这种管理方法还能
得到不少人认同且“将会长期执行”，才
是我们应该重视的问题。教育改革，道
阻且长，如何纾解应试教育下的整体焦
虑，如何均衡教育资源、深化教育改革，
如何给教师减压、给学生减负，“最严校
规”的讨论不能止于简单的是与非，而应
该带给我们更深的思考。

——斯涵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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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包装不能只盯着月饼

打造群众满意的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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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心比心
邻里和谐

□梁云祥

“接下来的一个月，要进行市容
秩序大整治行动。整治内容包括市容
秩序、环境卫生、沿街建筑物、夜市
摊点、早市摊点、季节性瓜果市场
等。要以干净、规范、有序的市容秩
序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进一步推
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深入开展。”
这是记者 8月 30 日从迎国庆、抓整
改、促“创文”市容秩序大提升行动
动员会上获悉的。（详见本报昨日02版
《不留死角治“脏” 不留情面治
“乱”》）

一座宜居的城市，离不开良好的
生态环境，更离不开干净、规范、有
序的市容秩序。漯河市容秩序整治，
要求认真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

确保沿街单位 （门店） 责任书签订率
达100%；整治乱摆放、乱拉挂、乱贴
画、乱堆放、乱搭建、乱停放，整治
违规促销活动。不折不扣、严格标准
开展好整治行动，把群众关心的热
点、难点问题解决好，承载着百姓的
期望，也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干净整洁的街道、绿意盎然的公
园、完善的配套设施……这是市民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城市的主人，
每位市民都有义务维护自己的美好家
园，都要参与到整治行动中来，提高
自身文明素质，摈弃陋习。

开展好市容秩序大提升行动，相
关部门在加大宣传力度的同时，不妨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通过热线电话、
微信、微博留言等方式，鼓励引导市
民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挑
刺”，促进相关工作的开展；亦可把违

规者纳入“黑名单”，对屡教不改者加
大处罚力度，并使其诚信受到制约。

市容关乎市民的幸福指数，管理
只是一种手段，而最终目的是让群众
生活在更加宜居的城市里。笔者相
信，在相关部门和广大市民的齐心协
力下，漯河这座城市会更加温馨美丽。

@扬州晚报：#求放过# 近日，扬
州江都交警查获一辆逾期未年检被改装
过的手动挡车辆，车内两根摇杆焊接在
油门、刹车上。令人后怕的是，驾驶人
右腿残疾，没驾驶证，还曾因超速吃罚
单。有网友求执法人员放过他。

点评：相关法律允许左下肢残疾人
员驾驶自动挡小汽车，而江都这位残疾
哥是右腿残疾、驾驶未年检手动挡车
辆，明显不合法。残疾人驾车存在先天
限制，万一其违法驾车酿成重大事故，
谁来担责？弱势不是违法的借口，那些
为他求情的网友还是打住吧。

@潇湘晨报：#为涨粉相约飙车#
近日，湖南一网络主播为了涨粉，开千
万豪车来东莞虎门与人相约飙车，在直
播过程中，被粉丝举报了。

点评：网络主播异地相约飙豪车，
全然不顾个人安全与公共安全，只想着
增粉，变现流量。结果却被正义的粉丝
给举报了，还要面临处罚，真是“偷鸡
不成蚀把米”，只想说“结局引起极度
舒适”！

@北京青年报：#女子起诉美容院
退卡# 南京一女子在美容中心办卡消
费后，发现该中心美容效果很一般，遂
要求对方提供服务人员健康证，但美容
中心始终拒绝。女子因此将涉事美容中
心诉至法院，要求对方返还卡内余额一
万余元。近日，南京市秦淮区法院审理
判决该案，判决支持消费者退还卡内余
额诉求。

点评：权利的保护跟意识的觉醒和
能力的提升密不可分，诉美容院获胜作
为现实的参照，其个体价值也就有了社
会性意义。若每个人都能如此，则可助
推法治的进步，进一步实现权利保护的
环境优化。

眼下，广州市一些外卖平台开
始尝试“安全封签”。商家在餐品打
包好后，在包装上粘上封口贴。消
费者收到餐品时，确认“安全封
签”完好无损，表明餐盒没有被打
开过。这样，让食客吃得更加安
心，也能还外卖商家一个清白。（据
《新快报》）

外卖“安全封签”为消除安全
隐患开了“一扇窗”，值得点赞。但
外卖食品安全绝不仅是“安全封
签”就可以解决的。保障舌尖上的
安全，维护消费者利益，需要严格
管理外卖餐饮行业。这需要监管部
门从源头监督，对违法违规行为从
严处罚；也需要商家加强外卖食品
质量管理，确保食材质量、餐饮工
序安全无误等。总之，外卖“安全
封签”是有益尝试，但还需其他相
关措施进一步跟进，才能让外卖食
品更加安全。

□木须虫

为深化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推动
包装垃圾源头减量，广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从8月26日起在全市开展为期
半个月的限制月饼过度包装专项整治
行动。（据《广州日报》）

月饼过度包装是由来已久的痼
疾。金玉其外、买椟还珠，打着礼品
经济的幌子，片面迎合奢华的消费心
理，将过度包装演绎到极致。虽然近
些年狠刹了公款消费和送礼之风，奢
华月饼包装现象得到遏制，但是月饼
销售领域过度包装的现象还是很普遍。

作为商品过度包装的典型缩影，
这显然与实施垃圾分类、促进环保及
资源节约的时代要求格格不入，有针
对性地对月饼过度包装开展专项整
治，具有很强的示范价值，有利于引
导商家树立理性的商品包装观念。

当然，过度包装现象并不只有月
饼，生活中“俄罗斯套娃式”包装、
包装比货物还重等现象比比皆是。过

度包装除了用于商品售卖之外，在外
卖、快递等服务行业问题也相当突出。

促进垃圾源头减量，治理与限制
过度包装显得尤为急迫。与之相比，
仅限于月饼一类商品，仅囿于中秋的

“季节活”，徒具象征意义。
目前，国内还没有商品与服务包

装应用的专门法规，即便是像 《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这类综合法
律，也未对限制商品过度包装做出明
确规定。商品包装应用标准方面也存
在明显缺位，目前只有 《限制商品过
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这也
是广州市场监管部门治理月饼过度包
装的主要依据。不过，仅有的标准不
但限制的范围狭窄，而且只有个别标
准为强制标准，即“包装物不超过 3
层”，标准对相关商品过度包装的限制
其实并不充分，也难以满足当前的需
要。

过度包装是商品与服务领域包装
行为制约缺失的结果，遏制这样的现
象，更待形成制度共识，推动系统治
理。

□李小将

9月2日，本报04版刊发的《一袋
梨 邻里情》 一文，读后让人感触颇
深。

现实生活中，邻里之间因装修、养
狗和漏水等问题引发的矛盾不少，有的
甚至为之大动干戈，导致邻里关系恶
化，这都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透过新闻报道我们看到，这位市民
的做法让人倍感温馨。由于自己装修房
子影响到楼里的其他住户，这位市民用

“送去一袋梨”的方式，向楼上楼下的
住户表达歉意，不仅化解了彼此之间的
矛盾，而且也借此增进了邻里情，可谓
一举两得。尤其是邻里关系渐渐陌生化
的今天，这位市民的做法更是难能可
贵，给我们树立了榜样，让我们为这位
市民点个赞。

邻里和谐，人人期盼；邻里和谐，人
人有责。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增强邻
里感情，关键是邻里之间要多一些将心
比心，多一些理解、包容。心胸宽阔了，
能容人容物，不斤斤计较，万事多站在别
人的角度想一想，多为别人考虑一下，邻
里之间自然就没有那么多矛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