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1月2日 星期四
责编/胡晓新 郑娅敏

美编/雷林燕 照排/车时超
城事 A06

三江热议 图说世相

从“自行车王国”到汽车遍地，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路权之争再
次引发关注。连日来，“童话大王”郑渊洁通过其个人微博发文称，朝
阳区六里屯一带，原本狭窄的道路被画上停车线，并有人收费停车，
导致自行车骑行时“无路可走”。10月31日，朝阳区政府通过官方微
博回应郑渊洁称，已将问题转至相关部门，并会第一时间通报处理进
展。 11月1日《新京报》

自行车无路可骑已成社会通病。要让自行车有路可骑，不仅要
保证非机动车道的畅通，更要求转变观念，保证不同交通参与方的权
利，其中也包括保障自行车通行的路权。 朱慧卿 绘

破解“代驾做局”，靠自己也可靠朋友 央视

前主持人郎永淳醉驾案曾被质疑遭“代驾做局”，尽管当事方后来辟
谣，但“代驾做局”也引起广泛关注。记者调查发现，这种骗局确实存
在，目前苏州、扬州等地已出现——不法分子冒充代驾司机，设法套取
车主信息，快到目的地时借故离开，让心怀侥幸的车主挪车，然后伙同
他人制造事故，向酒驾车主索要高额钱财。 11月1日《扬子晚报》

朋友聚餐、小酌，适量饮酒助兴无可厚非。但是，过度饮酒既可能
对身体造成危害，引发酒后无德之事，还容易促成酒驾、醉驾的违法行
为，乃至造成交通事故。自己当然要负主责，不过，在笔者看来，同饮
者的提醒也应成为破解“代驾碰瓷”的选项之一。

大家知道，如果饮酒发生了死亡事件，同饮者在法律层面上要承
担部分责任。那么，若一起喝酒的朋友遭遇“代驾碰瓷”，同饮者即便
不承担责任，恐怕也不能心安理得地看笑话。事实上，如果同饮者能
为朋友着想，采取一些积极措施，也有助于避免“代驾碰瓷”的发生。
比如，大家应力劝开车者不要饮酒，更不可对其劝酒；提醒开车者在清
醒时先找正规代驾；帮醉酒找代驾的朋友留存代驾司机的信息。最关
键的是，若朋友已经呈现严重醉酒状态，最好有清醒者陪同乘坐。

黄齐超

10月30日,上海地铁2号线,一老人要求坐在爱心专座上的女孩让
座。遭拒后,老人拉扯并辱骂女孩,甚至坐在女孩腿上,女孩当场气哭。车
内不少乘客出面指责老人,有人大喊“耍流氓”,老人则与乘客互怼。

11月1日《现代快报》

年轻人给老人让座，这是美德，但现在也发生年轻人没有或不愿意给
老人让座，年轻人这么做自然不对，但即便如此，老人也不能强逼着年轻人
让座，甚至坐到年轻女孩子的腿 上，那就是“耍流氓”，这有触犯法律的嫌
疑。

老人坐到年轻女孩的腿上，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多起了。问题是年轻
人为何要让老人如此苦苦相逼？老人为何以“耍流氓”的形式逼年轻人让
座？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从报道来看，当时女孩子就坐在爱心专座
上，如果当时车上的老人都有了位置，年轻人坐着也没事，但现在老人已经
上了车，就应该主动让座，可这个女孩却是无动于衷，显然是不对的；老人
要求年轻女孩子让座，其实也没有什么错，但年轻女孩没有让座，就不能用
辱骂的方式相逼，更不能直接坐在女孩子的大腿上，否则就是侵犯到别人
的权益了。

面对年轻人霸占着爱心专座不让座，此时，车上的其他乘客应该给予
谴责，这是很重要的态度。而面对乘客的批评，相信这个女孩子也不太可
能继续在爱心专座上坐下去。正是因为当时车上的乘客保持了不该有的
沉默，这才助长了这个年轻女孩子的嚣张，对老人的让座要求也不予理
睬。让人想不通的是，这个年轻女孩有什么底气坦然地坐在爱心专座上？
难道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对的？不过，这个老人同样也做得不对，对年
轻女孩不让座的行为，只能好言相劝，而不能采取偏激的方式，更不能以骚
扰的方式相逼——为老不尊，一向都是我们所反对的。

“耍流氓”的老人和不让座的年轻女孩都是道德耻辱，这些做法都需要
摒弃。

细心照料智障的儿子40余年，近年来因身体每况愈下，担心自己去世
后儿子得不到好的照顾，广州市越秀区一位83岁老母亲黄某选择了“先送
走”智障儿子，后自首。10月26日下午，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感念黄某

“其悲可悯，其情可宥”，最终判决黄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10月30日《南方都市报》

法院的判决结果既维护了法度，又体现了人性化的考量，感动了很多旁
听的市民。但是，黄某在陈述案情时说的一句话，让笔者陷入了沉思，黄某
说“把他留在我身边，他会吃得好一点，有人陪伴”。从这句话能感受到黄某
深沉的母爱，也令社会反思，目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是否应该在提供有质量的
物质条件之外，给予受众更多人性的关怀。

现阶段，我国对于残疾人和生活困难的群众已经有了多重经济保障，比
如残疾金、低保金的发放，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金等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三
无”老人、孤残儿童、弃婴等可以申请入住福利院等举措，但是，在进入福利
院之后，人们除了衣食住行方面的需求，还有一个重要的需求就是心理上的
尊重和安慰。残疾人和无依无靠的人更需要的是一个家，一个社会，而不是
一个酒店，一个宾馆。如果缺少了人情味，福利院不过是一个有很多人的空
巢。很多人害怕到福利院里去生活，并不是怕条件差，更多的是害怕孤独和
寂寞。

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国家在保证必要的投入的基础上，动员鼓励和扶
持各方面力量，参与到社会福利工作和服务中来。改革福利机构的办院模
式，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争取更多的经济支持，引入民间资本，并加强对于
民间福利机构的指导。加强社会各界有实力、有爱心、有志于福利事业的企
业之间沟通交流，为建设有温度的“家”提供经济上的支撑。

完善福利院的各项管理制度。福利院应该根据各群体的年龄层、身体
状况、护理难度配齐护理人员，并加强对于护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培训，用
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和手段，让福利院拥有家的温度。逐步提高福利院工作
人员的工资待遇，并完善医疗、养老等福利待遇，提高其职业认同感，为搭建
有温情的“家”付出真心和爱。

逐步完善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福利制度，无论是对享受社会福
利的社会大众而言，还是对社会福利的管理与提供者而言，都需要社会不断
努力。有温度的判决固然重要，但是，给予群众有“人情味”的社会保障，才
是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断追求的目标。

街谈巷议

宽容的判决
不如暖心的社会保障
温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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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流氓”老人和不让座女孩
都是耻辱
王军荣

自行车无路可骑

忙坏家长的老师不是“好教师”10月31

日是万圣节的前夜，虽然不是咱们的传统节日，但很多幼儿园和小学
也都准备了万圣节的相关活动。其实幼儿园的初衷是很好的，布置一
些活动让父母和孩子一起参与，增加亲子时光，可是家长们表示：一
个、两个、三个……啥节日都要过，都要给孩子准备，我们真的好累
呀。 11月1日《钱江晚报》

家长也有自己的工作，也要做家务，在一两个节日完成老师布置
的任务倒也无妨，如果每一个节日都需要家长去完成，那也太累了。
而遇到一些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而是由爷爷奶奶带的，就更难完成
任务了。

幼儿园举办活动，说到底是老师的事，老师组织活动，活动需要
的。如果老师来不及，可以让家长帮忙，但不应该将其作为硬性任务
分派给家长。更重要的是，老师无权指派家长任务，只能在有限的条
件下需要家长配合。这是每一个老师都要具备的基本意识。

老师做老师的事，家长做家长的事。可很多时候，老师看似给孩
子布置任务，可布置的任务却是孩子完成不了的。这明摆着要让家长
去完成。这是权力越界了。

忙坏家长的老师不是“好教师”，现在有些地方教育部门规定，不
能再布置家长在孩子作业上签字了。而随意让家长完成任务的做法
同样要叫停。不要老让家长为老师布置的任务瞎忙，这也太堵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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