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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单位围墙，一边不断有汽
车疾驰而过，留给人行道的宽度仅有
20多厘米，最窄处不足10厘米，正常
人走上去如同走杂技一般，这处被网
友称为“西安最窄人行道”就在西影路
附近。 5月16日《西安晚报》

此前有媒体报道，在济南市运署
街上，有一条人行道的宽度仅有20厘
米，勉强能供一个人侧身通过，被附近
居民戏称为“史上最窄人行道”。然
而，没有最窄，只有更窄，相形之下，西
安有条“最窄人行道”，最窄处不足10
厘米，只能放下一部手机，完全可以申
报世界吉尼斯纪录了。毕竟市民都不
是体操运动员，让他们在这“平衡木”
式的人行道上行走，实在是勉为其难，
无形中给市民平添了许多尴尬。尴尬
事小，安全事大，在“平衡木”上行走，
市民的人身安全如何保障？

按照《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人行道应保障行人的安全和交通连续
性。像西安这种城市，人行道宽度应
按人行带的倍数计算，单侧人行道一
般不低于3米，最小宽度不得小于1.5
米。可见，西安“最窄人行道”，严重违
反了设计规范。殊不知，即使是“最窄

人行道”，也经常被车辆占用，频频发
生“人车抢道”的危险情况。特别是，
人行道被占用的情况，已经有很多年
了，市民向有关部门反映过很多次，但
一直没有回应。

可见，“最窄人行道”的出现，暴露
出了城市管理者交通理念的错位，分
不清主次，在城市规划和交通设计
上，缺少以人为本的理念，让车道抢
占了人行道。要知道，城市发展交
通，建设和规范车道和人行道，方便
人和车辆出行，是为了城市的文明和
美好。城市是大家的城市，如果一个
城市的人行道太窄，影响了市民正常
出行，那么这个城市是为谁而美丽，
为谁而方便？所以，建设部门在进行
城市规划和道路设计时，要把握一个
度，不能让“最窄人行道”损害公众的
利益。

这显然值得城市管理者反思。
首先，城市管理者不妨去走一走这“平
衡木”式的人行道，去亲身体验一下市
民出行的艰难、尴尬和无奈，以及面临
的交通安全风险。同时，应迅速拿出
整改方案和措施，在行人优先的前提
下，合理设计车道和人行道，使城市交
通更加便利化、安全化和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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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窄人行道”，缺失的是人性化
张西流

“手机脏过马桶水”“每天玩手
机相当于抱着马桶睡觉”，对习惯
于每天玩手机的人来说，看到网上
流传的这些说法，是不是都会感到
毛骨悚然？手机“藏污纳垢”的说
法真的靠谱吗？据5月16日《南方
都市报》报道，近日南都记者走进
位于中科院广州化学所的广州中
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和专业
人士一起对手机的卫生情况来一
次专业检测。

这次专业检测，随机征集了十
部手机、两个不同马桶的马桶水，
动用了生物安全柜、培养皿、培养
基、移液管、生化培养箱等专业设
备，经过样品稀释、细菌培养等多
个步骤，得出“手机脏过马桶水”的
说法有点夸大的结论，同时做出

“部分手机样品菌落总数超标会有
传播腹泻等疾病的风险，预防肠道
传染、接触性传染病关键在于注意
个人卫生”的鉴定补充——由正宗
的专家、翔实的数据、严密的程序
导出的科学鉴定结论，让人不服都
不行。

看来，类似的流言之所以愈传
愈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要揭穿
它们并不那么简单。当流言流传
到一定程度，光凭专家出来说几句
话，或是媒体通过百度科普知识泛
泛而谈地解说一番，就算讲得都
对，人们仍可能将信将疑。

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科学实验是重要的实践活动
之一，也是击碎流言最靠谱的方式
之一。问题是，不同的人、不同的
机构出于不同的目的，得出的实验
结论很可能截然不同。因此，找靠
谱的专家和机构进行针对性实验，
是鉴定流言真伪的关键。当然，未
必非找中科院这类高大上的机构
不可——许多时候、许多地方也没
有那个条件，但一定得是本行业内
有资质、有信誉、有实力的。只有
这样，鉴定数据、实验结果才经得
起民众和时间的推敲，。

可能有人会说，许多流言通过
行业专家澄清就可以了，有必要非
通过成本高且繁琐的实验来鉴定
与证伪吗？确实有这个必要！除
了上述“手机脏过马桶水”，还有
像“不锻炼能长寿”“吸烟能消除抑
郁症”等似是而非的流言，传播者
或许会举出大量因锻炼而早逝、不
锻炼反而长寿以及吸烟者抑郁症
概率低等实例来佐证，如果没有相
当数量的动物实验和人群跟踪数
据导出科学的结论，或者光有资料
数据、没有最新实验，显然也很难
服众。

因此，相关各方只有摒弃流言
不堪一击的“轻敌”思维，投入相应
的人财物力，尽量用科学实验的数
据来说话，那些时常困扰民众的流
言才能被有效地揭穿，并得到有力
的遏制。

揭穿流言原来并不那么简单
胡晓新

日前，一家直播平台的女主播刘某因为迟到导致误机，与首都机场工作
人员发生冲突。机场工作人员报警后，女主播一直向粉丝“直播”自己未动
手打人，并哭诉被工作人员“欺负”，当时共有17万名观众观看了直播。警
察赶到后，查看监控证实是女主播脚踹工作人员，并用包打人。事后，女主
播被依法拘留5日。 5月16日《北京晨报》

切不可让网络直播成为谣言的窗口。
严勇杰 绘

如此网络直播图说世相图说世相

经过多年治理，西湖的景色越
来越美，水也是越来越清澈。5月
11日凌晨5时，天刚蒙蒙亮，一名
蓝衣男子想在苏堤边下水游泳，当
即遭到一位红衣大妈和一位白衣
大爷联手共怼：“西湖不是你一个
人的。” 5月16日浙江新闻

杭州的大爷大妈联手共怼欲
下西湖游泳者，不只体现了杭城公
民的良好道德自律意识，其在规劝
中说：“西湖不是你一个人的，这是
在损害西湖的形象！”听来尤其让
人觉得有理有节、入耳入心。

现实社会中，一些人出门在
外，不守规则、素质低下，常会引发
舆情的“地域式攻击”。比如，类似
地铁中吐痰的粗俗表现，有些人在
给予批评时，也会习惯性地抛出

“外地人”怎么怎么样的优势腔
调。如此一来，原本是目标一致的
劝阻和指责不文明行为，结果往往
变成了大打“地域仗”的口水之
争。所以，像杭州大爷大妈那样，
有理也“有忌”，做到对不文明行为
的精准批评，有时远比出面规劝和
教育更为重要。

多些“不是你家”的文明共怼，
既能让被批评者羞赧，汗颜于自己
的不妥行为，又会使围观者目睹之
后，设身处地从内心里觉得批评者
掌握分寸、言辞中肯。如此这般，
一个最大的效用，就是形成了就事
论理的“集中火力”，让那些不得人
心的自私自利表现，再也难觅转移
话题的各种借口。

与“西湖的水”如出一辙，当天
还有一条新闻称：位于丽江市区的
某商厦内，停放的3辆小黄车被上
私锁后，不知何人打印了 10 余张

“你的吗”的质问纸条。爆料人称，
商厦为办公楼，共享单车停在出入
口本来就影响出行，上锁私用实在
缺德，看到有人贴出质问纸条后，不
仅搞笑还解恨。“丽江的车”搞笑是
搞笑，但我又认为，这当中让很多人
感到“解恨”，其实就是对“车子不是
你家”的文明呼应和响应。

“西湖的水”与“丽江的车”，
说到底，就是用精准的怒斥，汇聚
成舆论对不守规矩和规则者的文
明共怼。这种不约而同的引导之
策，展示了民众道德素养的普遍
提升。

多些“不是你家”的文明共怼
司马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