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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小芳
日前，江苏一则《公交司机受委

屈,一张纸条暖心窝》的新闻报道在
网络上引发热议，说的是南京33路
公交车上人多拥挤，一名男性乘客
上车时大喊被门夹了，驾驶员王师
傅道歉后，没想到男子一路都在责
骂。但让人暖心的是，几站后，一名
中学生给王师傅递来一张小纸条，
上面写着：“爷爷，您是好司机，赞！”
网友纷纷为公交车司机的包容克制
和女孩的温暖善良点赞。

其实，这本是一件不起眼的小
事，为何引发如此热议？

笔者认为，这折射出背后更为
重要的社会心理，说明了人心向善
和大众们所向往的温情，在小的情
节里得到认同。

其实，我们经常接收到类似新
闻，不论是公交车“尾随”夜行母子，
用车灯照亮前路；或是暴雨天市民
暖心留言外卖小哥送餐慢慢来；还
是市民组成“人梯”托住坠楼之人。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小小细胞，
都在做着自己分内的事。这些凡人
小事往往是社会最真实的缩影，是

社会主流积极的一个方面，让我们
看到了温暖的本真。

诚然，被“点赞”能让人获得愉
悦感。随着微信、微博等自媒体越
来越方便和快捷，人们习惯于在微
信朋友圈互动点赞，往往让现实生
活中缺少了一份真诚的交流沟通，
人情圈变得渐渐冷漠。出于羞涩等
原因，很多成年人不再善于在现实
生活中表达自己的感受、流露真心，
缺乏行善的热情，少了见义勇为的
意愿，甚至习惯于漠然。而留下“暖
心纸条”的中学生，从她身上自然流
露出的美丽童心恰恰击中了这个群
体柔软的内心，唤醒了他们心底的
善意。

网上曾传播着这样一段朴实无
华的毕业典礼致辞：“请一定要大胆
扶起摔倒的老人，以暖心之举驱逐
冰冷麻木。”这话看似鸡汤，却有深
意，这是处世的人生哲学，何尝不也
是推动社会变好的正面力量？

有句话说得好：“愿每个人都能
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希望自己
被人温柔以待之前，我们是不是也
该想一想自己有没有温柔待人？

想被温柔以待
先请温柔待人

袁伟鑫
随着“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深入

推进，许多行政审批事项被简化，大
大方便了办事的市民。

不过，笔者注意到，还有一些办
事项中需要各种证明文件，这其中
要求社区开具的证明较多，不少还
是根本不该开具的“奇葩证明”。“最
多跑一次”改革必须对这些“奇葩证
明”予以重点关注，下“重药”解决。

日前，锦屏街道一位社区党委书
记向笔者诉苦，有一位自由职业的居
民要办理银行贷款，然而银行却要求
其向社区申请出具“收入证明”，社区
对此非常无奈。因为社区根本无法
掌握辖区范围内每位居民的收入情
况，自然无法证明，导致这位居民为
了这份“奇葩证明”跑了多次。笔者
了解到，这位居民每日经营流水都通
过银行，应该是有据可查，不清楚银
行为何会提出如此要求。

该社区负责人告诉笔者，前些
年，类似的“奇葩证明”有不少，比如
要社区出具居民无业的证明、居民
不会扰民的证明等，而社区本就无
法或者不该出具这些证明，但拗不
过居民再三恳求只好开具。虽然最
近两年随着“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深
入，这类证明少了许多，但要求社区
开具“奇葩证明”仍然不在少数，甚

至有回潮的迹象。
笔者认为，之所以存在“奇葩证

明”，主要原因是一些企业和职能部
门没有吃透政策规定。而社区作为
基层组织，成了最后接“球”的主体，
面对五花八门的证明，社区公章成
为居民办事的“万能章”。社区为居
民开具本就无法开具的证明，更多
是出于情谊，而这样证明的效力可
想而知，根本无法实现证据的闭环，
一旦出现问题，又该由谁来承担？
可以说，社区的处境极其尴尬和无
奈。让社区出具证明，极易造成基
层服务机构的权责倒挂，基层社区
掌握居民信息有限，开具证明的效
力也不一定权威。而那些在办事中
要求社区开具证明的部门，无疑给
人一种推卸责任的嫌疑。

对此，笔者认为，对于超出社区
职责范围内的“奇葩证明”，相关部门
有必要牵头进行梳理，进一步理顺权
责清单。自己能掌握的数据自己掌
握，可以共享的数据尽量打通，对那
些不合理的证明要坚决取消，既让办
事群众尽可能地少开证明，也不要让
基层社区为难，让每一次盖章都有规
可循，每一份证明都合情合理。更重
要的，要研究建立自我申报、自我承
责机制，如此种种，“奇葩证明”自然
就会减少直至消失。

“最多跑一次”改革须对
“奇葩证明”下“重药”

斯玲娅
5 月 31 日上午，岳林东路一

餐饮店因多次将垃圾随意混装，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岳林中队对其
进行立案处罚。这也是我区开出
的首张垃圾不分类罚单。

垃圾分类工作的意义和重要
性毋需多言。从现实情况看，该
项工作推进并不十分快速。单从
奉化而言，经过前期的宣传，居民
已经初步具备了垃圾分类的意
识。在垃圾分类的前端执行上，
居民和商家们的实际行动并不乐
观。仅岳林辖区内就有100多家
餐饮店存在垃圾未按规定分类的
情况，因此出现“对垃圾不分类开
罚单”的首例行政处罚。

作为一项全民行动，垃圾分

类工作涉及面广，技术细节很多。
在居民意识已经初步具备的情况
下，如果对垃圾分类都靠这一纸罚
单，显然与最初惩罚目的相去甚
远。以笔者看，光有“强制”还不够，
还须在过程中加上科学有效的对
策，从前端到后端，齐头并进，形成
完整全面的闭环。

充分利用第三方力量。物业是
垃圾处理的主体力量，不妨从政策
上鼓励物业公司进行垃圾分类再细
化，对执行效果较好的物业予以财
政补贴；引入社会专业化垃圾分类
机构，根据垃圾制造量的不同，研
发适用于家庭的厨余垃圾、有害垃
圾等多合一的垃圾分类桶，开发诸
如输入垃圾名称即可自行查询所属
类别的软件，既普及垃圾分类知

识，又可接纳处理分类垃圾。在广
大农村地区，垃圾分类设施还不完
善，拾荒者成为垃圾的“二次利用
者”。相关部门不妨以几个废旧纸
板回收处为据点，引导拾荒者队伍
与新的垃圾分类处理体系科学衔
接，引导他们成为垃圾分类的“助
力者”。

细化垃圾分类工作流程。笔者
建议细化垃圾分类的工作流程，建
立有效督查系统。对各种场所分
类，重点推进制造量大的居民小
区、餐饮机构、农贸市场等垃圾分
类处置制度。根据企业研发的多合
一分类桶，分发对应的编号垃圾
袋，从前端垃圾分类实施对象到收
运对象、收运路线、收运费用，让
每一项行为都有源头可溯及，严格

跟进执法。
提升垃圾回收能力。目前我区

只有1个垃圾填埋场、8 个垃圾中
转站，处于满负荷运作状态，而
建筑垃圾、园林垃圾这些“另
类”垃圾归处也需落实，实际的
后端处理能力显然无法满足。随
着城市发展，大中型垃圾中转
站、生化处理厂、飞灰填埋场、
建筑垃圾处理厂等专业化垃圾处
理基础设施建设迫在眉睫。这其
中，还包括垃圾分类回收车的配
备，用以分类装载前端已经分类
完成的不同种类的垃圾。

垃圾分类是眼前的生活小事，
却是长远的社会大事。若要真正实
现垃圾分类，我们至少要走好上述
的每一步。

垃圾分类不能光靠一纸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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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子
现在，朋友圈各种“花式晒

娃”层出不穷，孩子的生活、学习、
行踪，三天两头被“暴露”在大众
视野下。只是，这样“赤裸裸”的
晒娃，究竟有没有问过孩子？相
信很多家长并没有。

最近，上海一位小学生提交
的《健康晒娃，不“黑”娃、不作秀、
不攀比》提案，获得互联网上众多
家长和青少年的认同。里面提
到，受访的孩子绝大部分不乐意
自己的照片和信息被随意“秀”在
网上，原因不外乎三点，不愿被攀
比、不想暴露隐私、不希望出丑。

这份提案还建议，家长在晒娃前，应
该先征得孩子同意，同时也期盼家
长放下手机多陪陪孩子。

这是孩子们的心声，我们理当
严肃对待。

且不说，在鱼龙混杂的社交媒
体中，过度分享孩子照片和姓名、家
庭住址、学校等私人信息，容易让不
法分子有机可乘，造成信息盗用，给
孩子及整个家庭带来安全隐患。在
我们身边，孩子被父母的“朋友”骗
走、以家人安全为由进行敲诈勒索，
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作为负有监
护责任的成年人，晒娃可能带来的
安全问题不可不察。

再者，儿童时期是孩子自我意
识和独立人格养成的时期，在这个
年龄段，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

“独立性”，越来越有自己的“主见”，
同时对社会的评价也越来越敏感。
这时，家长若是毫无节制、事无巨细
地晒出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
一些“不雅”照片，无疑会给孩子带
来困扰，甚至对孩子的自尊心造成
伤害。

另外，晒娃衍生出来的教育问
题也不容忽视。在互联网这个放大
镜之下，“别人家的孩子”可以说是
无孔不入。同村的“牛娃”，同小区
的“牛娃”，全国的“牛娃”……家长

们时时刻刻都可能被朋友圈的“牛
娃”影响，进而把焦虑传染、转嫁到
孩子身上。如此，孩子们自然“压力
山大”。

我们欣喜地看到，孩子们自我
保护意识在不断提高。相反，很多
家长对此的认识和做法远远不如孩
子。就这一点，我们要向孩子们学
习。

当然，这并不是说，晒娃就不行
了。提案中也谈到，孩子们对于“健
康晒娃”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家
长在尊重孩子、保护孩子的基础上，
适当地晒晒娃，表达自己对子女的
爱，倒也无妨。

晒娃，你问过孩子了吗？

唯其
今年高考刚刚过去，每年高

考总有一堆的新闻出现，有常规

的非常规的，今年有这么一条新

闻：《6考生被困酒店电梯40分钟

错过高考》。6 月 8 日 14 点 15 分

左右，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一酒

店发生电梯故障，6 名高考生被

困 40多分钟，因此错过了高考英

语考试。该酒店负责人表示，6

名考生在酒店出了意外，该负的

责任自己一定不会逃避，目前正

在和 6 名考生家长协商解决事

宜。

这件事情惊动了不少人，学

生家长、老师、公安、消防。从媒

体报道来看，后来消防仅用了 5

分钟就“解救”了被困学生，但他

们赶到考场时，还是超出规定时限

11分钟，没能参加考试。关于整个

过程，众说纷纭，主要的意见有几

种，一是质疑酒店电梯维护，二是质

疑学生为什么不自己报警，三是有

人觉得应该特事特办，给学生开绿

灯参加考试。其实，6 名高考生住

的酒店是学校统一安排食宿之外自

己选择的，虽然酒店有义务维护好

电梯，但不能杜绝突发情况，学生自

选酒店更未必有在高考期间应对突

发情况的能力。而对“特事特办”，

大多数人认为高考是极其严肃的事

情，每年都有突发情况和特殊处理，

但在时限把关上似乎没有听说过特

例。

这6名学生中，有5人是学习播

音主持或编导专业的艺考生，一名

普通文化课考生。艺考生中有 4人

已通过了专业课考试，只要通过英

语考试，就能上本科了。11 分钟，

就是这超过进考场规定时限的 11

分钟，意味着 6 个人要一年以后才

有机会参加高考，有几个孩子当场

崩溃痛哭。如果把学校关于高考的

统一安排比喻成“规定动作”，那么

住宿自选酒店，以及怎么应对各种

突发情况，无疑也要作为“自选动

作”引起相关方面的思考和经验积

累。

遇到电梯坏了这样的突发情

况，可以得到最有效解决的还是学

生自己处理这一关。诚然，这些孩

子未成年，未必有处理世事的经验，

但当即致电班主任、直接报警，都是

可行的操作，特别是在问了酒店数

次后没有解决电梯问题时。假设有

孩子直接报警，说明高考生被困的

情况，此时“特事特办”完全是可能

的。不得不说，孩子没有处理世事

特别是突发情况的经验，也暴露缺

乏常识的弱项。毕竟，孩子接近成

年，而且自己是高考直接、最大的利

益方！

在“规定动作”之外，笔者以为，

学校和家长也可事先对自选酒店的

孩子加以提醒，甚至可以整理出一

套微型的“应急方案”，特别是在这

次事件以后，虽不能保证，却是多一

道把关和预防。为了高考，孩子、家

庭、学校，付出了大量精力，再熬一

年，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

我们都长了经验，孩子们的人生还

很长。

错过11分钟等一年 “规定动作”之外怎么做？

摩根
4月1日，电动自行车管理新规

实行，规定未上牌或备案登记的电

动自行车将禁止上路，同时骑车者

需按要求佩戴安全头盔。新规实行

两月来，电动自行车上牌率大幅提

高，戴头盔的人数也比以往增加了

不少。但是，笔者看到，仍有不少市

民没有按规定佩戴头盔。

在未戴头盔的行为中，有一种

“耐人寻味”，让人难以理解。那就

是，这些人明明知道戴头盔对于安

全的重要性，明明随车带了头盔，却

只在经常有交警执勤路段佩戴，而

一旦离开这些路段，就摘下来，如此

这般不嫌麻烦，是为了什么？是为

了展现美丽形象吗，是为了行动方

便吗，还是为了大热天不让头部

“闷”在头盔里不至太热？我们难以

揣测这种心理，但我们戴头盔的初

衷是什么？与保护生命安全相比，

上述的这些为什么究竟能值多少。

更何况，这是一种法律规定性，须人

人遵守，动因和后果，不止与你有

关，还与他人有关。这不仅仅是一

句“对生命敷衍了事”所能论定的。

这倒让人想起工作生活中的一

种现象。比如说，做一件事，花下去

大把时间，大把精力，在物质上的投

入也不菲，但结果却不怎么样，原因

何在？是人笨吗，不是。关键往往

是不用心。不用心，才会有这样那

样的疏忽，才会造成这样那样的纰

漏，从而从基础开始，就“稀烂”；不

用心，才会看不清天高地厚，看不到

优势和缺点，从而不能做到扬长补

短；不用心，才会看不清事物的本

质，导致南辕北辙，离中心越行越

远；不用心，才会找不准事情的规

律，理不清发展的脉络，事倍功还未

过半，效率低下……

回到戴头盔这件事，对这些人

来说，不戴头盔，对生命安全造成的

危险不是最重要的，被交警抓住才

是最可怕的；对社会秩序造成“冲

击”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影响

不是最重要的，维护自己感觉中的

美丽清凉才是最迫切的……这样的

认识，我们是否可以说，他们根本就

没有用心想过，为什么要戴头盔这

个问题；而在戴头盔这个事情上，他

们也因此从未用心做过。他们用心

过多的是，怎样不戴头盔而不让交

警给抓个现行。

但笔者要再问一句：这样真的

好吗？

愿我们每个人用心把事做好，

用心把头盔戴好。

用心把头盔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