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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断头路”顺畅百姓心
□□刘予涵刘予涵

“原来俺村这条路，坑坑洼洼，尘土
飞扬。现在好了，混凝土路一铺，群众出
行不再难。”10月11日上午，在召陵区老
窝镇前李村，谈起村里刚修好的路，群众
拍手称快。（详见本报昨日01版《打通
“断头路”架起“连心桥”》）

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对于乡村
的发展而言，修建道路是首要前提。然
而，当农村道路修起来后，如果“断头
路”很多，致使在很多地方村与村不
通，乡与乡难连，县与县交接处的乡村

道路不通畅，既影响群众生产生活，阻
碍农产品销售，又影响美丽乡村建设。
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道路难成
网状，不能发挥出最大效能，其实也是
一种浪费。

不可否认，“断头路”的出现的
确存在一些客观因素。比如，受管
辖制约，不少“断头路”位于行政
区域交界处，工作统筹和规划没有
统一协调，修路时间不一致，从而
形成建设“盲点”。再比如，受条件
限制，一些道路修到了河道、沟渠
等 处 ， 需 要 对 原 有 危 桥 进 行 改 造 ，
或者架设新的桥梁才能通行，建设

成本较大。此外，还有一些道路在
建 设 过 程 中 ， 由 于 资 金 筹 措 不 到
位，导致修一段停一段。

事实上，断头路的存在，既是民生
问题，也是发展问题。打通“断头
路”，顺畅的不仅是道路，更是百姓的
心。我们欣喜地看到，有关部门从民生
的高度，对“断头路”进行打通和连
接，畅通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把
造福于民的好事办到了百姓的心坎上。
随着这些“断头路”的打通，不仅极大
地改善了人们的出行条件，承载起农村
发展更多的期许，还凝聚了民心，增强
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乱停的是车 缺的是规则意识

为折翼不折志点赞

@新快报：#重罚不文明养犬#
10月 12日，广州公布《广州市养犬
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并向社会
征求意见。其中明确，对于不用犬
绳致犬只伤人的情况，对养犬人处
以一万元罚款的规定。

点评：养狗不拴绳导致犬只伤
人、窜出路面制造交通事故的现象
时有发生。治乱需用重典，此次广
州养犬管理条例特别针对此事作出
规定，个别宠爸宠妈不用犬绳的陋
习有望得到根治，值得其他地方借
鉴。

@新华网：#学生座位问题# 近
日，中国青年报对 1834名中小学家
长的一项调查问卷显示，66.6%的受
访家长认为座位对孩子成绩影响
大，71.1%的受访家长认为家长有必
要担忧孩子的座位问题。

点评：在家长眼中，教室中的
座位有“好坏之分”，认为座位能直
接影响孩子学习成绩以及老师关注
度。这背后，无疑是“教育焦虑”
在作祟，家长、学校和教育部门都
有必要对此加以警惕做好引导。

@北京青年报：#10元改定位#
近日，“10元就能在朋友圈改定位”的
话题引起社交网络的热烈讨论。记
者调查发现，电商平台上目前仍可以
购买到修改朋友圈定位的服务，价格
从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但在更改
定位时，需要商家远程登录买家微信
后使用外挂进行操作。

点评：花钱修改朋友圈定位，
有的人是为了好玩、炫耀，还有的
人是为了微商营销。对于前者，虽
然无伤大雅，但也违反了平台规
定，不应鼓励纵容；至于后者，则
是以营利为目的伪造信息、欺骗消
费者，已经涉嫌违法，监管部门应
该及时遏制打击。

□□刘云海刘云海

10月 15日是第 36个“国际盲人
节”。10月12日~13日，漯河市盲人协
会策划了两场演出，盲人们纷纷登台，
流行歌曲、戏曲、河南坠子等节目精彩
纷呈，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详见
本报10月14日04版《自强点亮精彩人
生》）

广大盲人自强点亮精彩人生的折翼
不折志精神令人景仰，更值得他人学
习！残疾人在自身身体和生活方式都大
打折扣的情况下，却仍能自强不息，以
非凡的意志和毅力创造种种奇迹，这实
在是难能可贵的。相关单位的帮助和社
会力量的关爱固然为他们的成功提供了
各方面的支持与动力，但个人的毅力与
努力显然才更是他们得以创造奇迹走向
成功的关键因素。

这不由让人想起那些沿街甚至登门

乞讨的四肢健全的正常人，因“钱包
被偷”而跪在大街小巷苦苦求乞的年
轻人，以及因生活落魄而误入歧途甚
至走向极端的人，和这些身残志坚不
向命运低头的残疾人相比，他们难道
不应该感到自惭形秽甚至是无地自容
吗？

残疾人是一个极其弱势的群体，他
们受身体条件的限制，在各个方面均受
到很多的约束，这对残疾人来说显然是
不公平的。因此，对残疾人，社会力量
应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鼓励和支持，
残联等相关部门也要尽可能多渠道、多
层面地为他们提供各种培训、就业的机
会。但是，作为残疾人自己，也要自
尊、自重、自强、自信，树立身残志不
残、事在人为的思想，要敢于正视自身
的缺陷，但又决不自暴自弃、破罐破
摔，相信残疾人也能凭着自己的毅力和
智慧创造奇迹，打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
天空。

10 月 1 日起，快递柜新规
《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管理办
法》实施。在消费者期待快递服
务能更上一层楼时，快递柜诱导
“打赏”一事日前则引发热议。
10月12日，记者在北京多个小
区探访发现，快递柜的服务并未
因新规实施有所提升，其存在的
并不只是诱导“打赏”这一问题，
强制付费、快递员不告而放、开
柜即判断签收、通知信息手段单
一等问题，还备受消费者诟病。
（据《北京青年报》）

快递员不告知消费者将快
递入柜，且让消费者为快递柜
买单的行为，损害了消费者的
知 情 同 意 权 。 最 明 智 的 做 法
是，让消费者在寄件过程中，
可以选择配送方式，在订单中
标注是否可接受入柜或代收服
务 ， 而 快 递 员 应 遵 守 行 业 规
范，电话确认收件人是否方便
亲自接收。《智能快件箱寄递服
务管理办法》 重申“快递企业
用智能快递柜投递应征得收件
人同意”，同时规定，“智能快
件箱运营企业应当合理设置快
件保管期限，保管期限内不得
向收件人收费”，快递企业应不
折不扣地执行。

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
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
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
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
过火光点儿的大小。

——杨绛

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
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
是创新。

——钱学森

无论精神多么独立的人，感
情却总是在寻找一种依附，寻找
一种归宿。

——路遥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暗伤，
这个伤口不轻易对人显露，而自
己也不敢轻易碰触。总希望掩藏
在最深的角落，让岁月的青苔覆
盖，不见阳光，不经雨露，以为
这样，有一天伤口会随着时光淡
去。也许真的如此，时间是世上
最好的良药，它可以治愈你的伤
口，让曾经刻骨的爱恋也变得模
糊不清。

——林徽因

□□孙建磊孙建磊

10月13日，记者在市区长江路看
到，非机动车道内三三两两地停着一些
机动车。也因此，公交车须紧贴道路左
侧行驶，否则过不去。“违规停放的车
辆，就应该拖走并进行处罚。”一名市
民说，前两天有个车比较大，停得不靠
边，公交车都过不去。（详见本报昨日
03版《路边车乱停 公交车难行》）

乱停车并不鲜见，不少人觉得不是
个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们
应该注意的、谨记的是，乱停车是违规
的。

明明是违规乱停车，为什么很多人
不当回事？就在于他们缺乏规则意识。

乱停车，一般情况下影响车辆、行
人通行，给人们带来不便，但是，因为
遮挡视线、挤占道路，有时引发严重事
故。2017年，郑州一骑车女子为避开路
边乱停的汽车，命丧公交车轮下。2017
年 1 月至 5 月，济南因违规停车引发交
通事故 50 起，死亡 4 人。面对这些事
实，你还不把乱停车当回事吗？从这个
角度看，乱停车和酒驾一样：暗藏风
险，只是还没引发或大或小的事故。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规则不让汽
车在某个地方停放，都是有原因的。遗

憾的是，很多人明知违规，明知有害，
明知会带来风险，明知会将自己置于不
利地位，仍因为图省事、方便、心存侥
幸等乱停车。

为什么会这样？在这些人看来，遵
守规则并非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人身和财
产安全，而是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让他
们受拘束、不方便。其实，遵守规则人
人受益。比如停车，乱停车越少，交通
越畅通、越安全，反之则不安全、不畅
通。如果人们对包括交通法律法规在内
的规则的认识、理解还很片面，还没有
正确的规则意识，乱停车就难以消除，
仍将“司空见惯”且很多人不当回事。

道路是交通的基础设施，规则是社
会的基础设施。置身法治社会，规则意
识是每个人的必备素养。提升人们的规
则意识，应该从娃娃抓起，也应从日常
的违规行为抓起，比如长江路非机动车
道上的乱停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