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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更多场所对“外放”说不

近日，南宁市民政局、南宁市财政局、
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开
展南宁市老年人助餐配餐服务试点的通
知》，将从2019年11月至2020年10月
试点开放“长者饭堂”。届时，年满60周
岁的南宁市城区户籍老年人（不包含入住
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在“长者饭堂”用餐
（午餐）可享受补助。（据《人民日报》）

从某种角度来讲，“长者饭堂”是
老年人的福利食堂。老有所依，全社会
责无旁贷。“长者饭堂”从生活的细节
来关怀老年人，应该得到社会和家庭的
支持。“长者饭堂”还处于试点开放阶
段，如何监管饭菜质量、如何满足老人
们的餐饮口味、如何让老人们吃得满
意、吃得放心等，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
探索和总结。“长者饭堂”除了公共财
政补助外，还可以争取更多的社会捐
助，使之运行有充足的财力保障。应鼓
励更多的社会机构和企业关注“长者饭
堂”，为老人们的饭菜之香助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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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多陪伴 老人不孤单

□刘予涵

思女心切，一位90岁的漯河老人
独自乘火车赶往汉口。但是，到了汉口
火车站，他不知道怎么去闺女家。幸
好，他遇上了热心的铁路员工。独在异
乡的九旬老人，最终被汉口的女儿接回
了家。（详见本报昨日03版《想女儿
九旬老翁独自去汉口》）

老人思念子女心切探亲不成反迷
路，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
鲜。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心里总是
五味杂陈，除了心酸，还有无奈。在
笔者看来，此类事件此起彼伏的发
生，其背后折射出的是“精神赡养”
之殇，老人的孤独境遇和随之产生的
精神赡养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如今，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从
物质层面看，绝大多数老人不缺吃，
不愁穿，但是从精神层面看，缺的就
是亲情的呵护。很多老人需要子女的
陪伴，渴望天伦之乐，即便子女不在
身边，也都希望子女能够常回家看
看，多陪陪自己。然而，现实中很多

子女们却忽略了这点，结果让老人长
期处在孤独的生活状态中，以至于一
些老人感到生活极度空虚，患上了老
年抑郁症，甚至悲观厌世导致自杀。

有空常回家看看，这是重温亲
情、避免孤独的良药。虽然，我们常
常隔着手机屏幕与父母、家人视频通
话，然而，再发达的科技、再优越的
物质条件，也无法替代子女面对面的
嘘寒问暖。陪伴才是最温馨的告白，
作为子女，无论身处何方，都要常回
家看看，多花点时间陪伴他们，多关
心他们的情感生活，这才是对老人最
好的关爱。

□曲 征

地铁里吃东西、手机追剧外放声
音、车门关闭后扒门……这些广为诟病
的行为都上“乘客行为黑名单”了。记
者前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城市轨道
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日前发
布，对乘客在地铁内一系列行为进行规
范。《办法》将于2020年4月1日起施
行。（据新华网）

在高铁、餐厅、地铁等公共场合
将手机等电子设备发出的声音进行外
放的一类人，人们称之为“外放族”。

“外放族”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侵害其
他人的“安宁权”，最终招致人们反
感，由此引发的纠纷与矛盾也就层出
不穷。去年 8 月，两名乘客就因为音

乐外放而引发争吵，最后拳脚相加，
结果进了医院。近日，演员叶璇在高
铁上阻止一名大声外放手机音乐的老
人，被对方反怼，她将此视频发布在
微博上引发网友关注。

为避免外放声音引发纠纷与矛盾，
个别地方的地铁管理部门出台规定，禁
止电子产品声音外放，起到了明显效
果，不过出台规定的只是极少数，很多
地方并未出台如此规定。相应的，很多
人的“安宁权”就无法得到保障。对于
没有出台这一规定的地方来讲，受影响
的乘客以及乘务人员也只能停留在“劝
阻”层面。如今，交通运输部终于印发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
法》，对于电子设备的外放声音进行约
束，肯定会更好地保护人们的“安宁
权”。

以前，人们对于在公共场合音乐外
放，一般持宽容态度，但是随着现代社
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个人权益观念不断
加强，人们对于自己的“安宁权”也越
来越重视，于是对于“外放族”的容忍
度也就不断下降，彼此之间的纠纷矛盾
也就不断上演。由于个人素质与认知程
度的差异，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尊重别人
的“安宁权”，所以采用硬性规定与处
罚措施来约束“外放族”，就显得十分
重要。

当然，禁止电子设备声音外放，
不能仅仅局限于地铁车厢，公交车、
高铁甚至餐厅、候车室等公共场所，
也应该有类似规定。毕竟，人们除了
在地铁车厢之外，在其他公共场所，
也拥有获取“安宁权”的诉求与愿
景。

@人民网：#床上放娃娃影响奖
学金# 近日，内蒙古大学一则“博士
研究生宿舍床上有布娃娃，逾期不整
改取消奖学金资格”的消息，引发网
友热议。学院有关负责人在当地媒体
采访中回应，布偶被通报是因为其

“不但体积偏大且未摆放整齐，影响
了宿舍的整体环境”。

点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学生宿舍的确是应该保持卫生整洁，
对于做得不好的学生进行批评，这是
可以理解的，但将宿舍床上放布娃娃
与奖学金挂钩，则显得过分了。布娃
娃影响奖学金，是权力任性，奖学金
不是学校管理学生的“筐”，什么都
往里放。拿什么方式惩罚，不是某个
人说了算，而是制度规定的，对此，
学校管理者要先弄清楚。

@中新网：#被喷泉冲击# 近
日，江西新余市一五岁半小孩同家人
散步，小孩跑到广场喷泉处玩，喷泉
突然喷水，小孩被巨大的水柱冲击到
离地 8到 9米高的空中后摔到地上昏
迷不醒。

点评：喷泉看似美丽却危机四
伏，近年来喷泉伤人夺命事件时有发
生。游客增强安全意识固然重要，但
要减少“致命喷泉”的出现，更需要
喷泉管理方切实负起安全责任，全方
位堵塞安全漏洞。

@新华网：#14天无人领养安乐
死# 近日，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的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养犬
管理规范 （征求意见稿）》 引起热
议，征求意见稿指出，对下列犬只可
实施“安乐死”：诊断患有绝症的犬
只；诊断患有危重传染病晚期的犬
只；因难以治愈的创伤受苦且无治疗
价值的犬只；属烈性犬品种且具有较
强攻击性的犬只；其他超过14天无人
领养的犬只。

点评：前面几条都没问题，但最
后一条问题不小。如果是一条走失的
宠物犬，健康友善，仅仅因为14天无
人领养就安乐死，是不是太不人道
了？其实有更多办法解决此事，例如
和社会公益组织、动保组织广泛合
作，在社交媒体上多多宣传，广而周
知。总之，一刀切并非最好的解决办
法，对待生命还是要慎之又慎。

近日，一则河南焦作饮酒男子从
13楼抛酒瓶被物业罚断电30天的视频
引发关注，被断电业主事后报警让民
警帮忙求情停止断电，物业坚持按业
主规约处理。10月27日，该小区物业
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
已提前为该住户恢复供电。（据《北京
青年报》）

这边业主醉酒从楼上抛掷酒瓶，
那边物业坚决按照业主规约断电处
罚，是非之议就此产生。从业主规约
上来看，“按规执行”的处罚并无不
妥，因为业主规约对高空抛物有着明
确的规定，物业管理公司的做法是

“依规办事”。从法律的层面上看，《电
力法》 和 《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 对
停电的前置条件和主体进行了界定，
物业公司无权对业主采取停电的处罚
措施。另外，虽然 《物权法》 有“共
同管理的权利”的责任性规定，但没
有支持断电处罚的实质性条款。由此
可见，高楼抛物被断电恐怕是缺乏法
律支撑的。

——堂吉伟德
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约束抛物陋

习，断电也可视作一种权宜之计。当
然，小区居民也可探讨其他能接受的
处罚方式。若有合适的举措来取代断
电的处罚，有其他方式能阻止抛物行
为，那就更好了。不管怎样，相较于
有的物业对公共安全的漠视，对种种
扰民之举的装聋作哑，敢于维护公共
利益、维护公共秩序的物业，对其出
发点与良苦用心，不妨给以肯定。

——徐汉雄
保障公共安全，遏制高空抛物，

必须提高高空抛物的违法成本。首
先，完善法律法规，细化小区公约制
定程序，保障小区公约的合法性、有
效性、约束力，为小区物业对高空抛
物业主断电处理模式撑腰。其次，推
动高空抛物入刑立法，应直接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再次，在技术上，小区应当增加
朝天看的监控摄像头，顺利找出高空
抛物者。

——何勇

议论纷纷

没有谁的人生可以复制，你也没
有必要去复制，你只能做最好的自
己。时代也一样，没有谁可以回到已
然逝去的时代。

——熊培云
也许，人生应是这两种境界的交

替，时而能投入地做手中的活计，不
知自己在图画里，时而能跳出来看人
生之画的全貌，也从这全貌出发看一
看那贪营活计的自己。

——周国平
经历得多，看的也多，便逐渐总

结出经验：有些好运气，还没有来找
你，不是说它永远不来了，而是时候
未到罢了。在等待的时间里，不如心
平气和去做事，补充更多的细节。

——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