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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热议

街谈巷议

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世纪
花园社区的徐女士向记者帮发来
一个求助，关于业主如何证明自
己是业主的事情。她和老公在婚
后买了一套房子，房产证上写的
是老公的名字，结婚后已经一起
生活了十年。近日去社区办事，
社区表示，一定是房产证上有名
字，才算是业主，徐女士的名字不
在房产证上，就不能称得上是小
区的业主。

5月23日浙江在线

即使徐女士穷尽各种手段，
出示包括房产证、结婚证、老公
的委托书等足以证明自己是业
主的材料，社区依然不承认徐女
士是业主。无可奈何的徐女士感
叹：“我作为小区业主，该如何证
明自己是业主？”

按照常理，徐女士已经足以
证明是业主，无需拿出更多的证
明了。可是社区不依不饶，一口
咬定根据《物业管理条例》里面
规定了业主指的是房产证上有

名字的才能称为业主，我们是按
照规章办事情。

为了使“让业主证明自己是
业主”更有说服力，花园社区工
作人员还强调指出：“一般在竞
聘业委会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
况，一些业主家属也想参与，但
是并非业主。”这里，花园社区
工作人员发明了一个新词：“业
主家属”，并且故意把它与“业
主”区分开来，以此来强调徐女
士 并 非 业 主 ，而 只 是“ 业 主 家
属”，因此必须要证明自己是业
主。

《物业管理条例》第六条规
定：“房屋的所有权人为业主。”
根本不是社区所说的房产证上
有名字的才能称为业主。徐女士
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她
是所有权人，当然是业主，这是
毫无疑问的。不知道社区按照的
是哪个“规章”来办的事？

一家几口人，这几口人就是
小区业主，这本来不应该、也不
会有什么歧义。明明是业主，却

还要让业主证明自己是业主，往
轻了说，是做事过于死板、只会
死扣字眼的官僚作风作祟；往重
了说，是一种违法行为，剥夺了
业主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

曾经的“怎么证明你爸是你
爸？”由于受到了舆论的广泛抨
击，现在慢慢地失去了生存的空
间。但是这次冒出来的“怎么证
明业主是业主？”再次让人哭笑
不得。对社区工作人员来说，首
先必须要提高法治意识，社区只
有忠实履行法律法规的义务，而
没有生搬硬套、添油加醋自己编
造“规定”的权利。其次要提高服
务意识，从根本上尊重居民，服
务居民。社区的职责之一，是坚
持公开、公正、公平、及时、便民
的原则，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
尽己所能，及时解决居民反映的
问题。社区工作人员动不动以法
律判官自居，自己赋予自己过大
的自由裁量权，随随便便推翻居
民合理合法合情的诉求，无异于
角色错位。

让业主证明自己是业主
社区角色错位要不得
郑建钢

5月 22日，江苏常州一位家
长发视频吐槽，下大雨多名学生
在校门口淋雨等待，不到点不让
进学校，此事引发网友热议。对
此，当地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从
开学就跟学生说了7点 20之前
不让进，恶劣天气家长更要做好
预案，也会给学校说，面对特殊天
气会安顿好学生。

5月23日观察者网

不到点不让进校，学生淋雨
等开门，这一幕让人心里很不是
滋味。别说是孩子们天天学习的
地方，就是私人院落，有路人想
进去避避雨，恐怕也不会遭受这
种对待。当地教育局工作人员的
回应，更像是向家长“甩锅”、为
学校“洗白”，自然无法解释这种
违背人之常情的荒唐现象。

面对淋雨的孩子们，学校为
何做出如此不近人情之举？学校
的规矩是为学生服务的，因守规
矩而不顾淋雨的学生，是否显得
过于死板了？究其原因，恰如很
多网友所指出的，无非一个“怕”

字：怕学生提前进校门“出事”，
进而怕家长“闹事”。说白了，学
校怕给自己“找事”，选择了“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

照此思维，一道大门隔开了
两个世界：学生若在校门外发生
意外事故，是家长的责任；若在
校内发生事故，学校则“吃不了
兜着走”。比如，有网友称，学校

“不到点不让进”也是无奈之举，
否则出了意外谁来负责？

学生人身安全当然是第一
位的，但这不能成为因噎废食、

“一刀切”的理由；现实中不排
除少数家长会“无理取闹”，但
学校也不能把所有家长都当成
不分青红皂白的“假想敌”。一
有问题就回避，一有责任就推
卸，死守着所谓的“规矩”让学
生淋雨等开门，这种做法比大
风大雨更令人心寒。

除了“不到点不让进”外，不
少中小学校还规定，学生课间和
午休除了上厕所不许出教室，追
逐奔跑、欢声笑语等曾经学生时
代的常态已一去不复返，课间越

来越安静，安静得可怕，似乎在
孩子身上看不到天性。对此，新
华社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面对矛
盾不退缩不逃避、勇于承担一定
的风险挑战，本就应当是言传身
教给孩子们的成长姿态，何不开
动脑筋在安全与快乐之间找到
平衡点，把课间十分钟和午间一
小时还给孩子？

同样道理，学校规矩和人之
常情之间也没有不可调和的矛
盾，只要学校多想点办法、多出
点力，让淋雨的学生们提前一会
进校，是完全可以避免意外事故
的。比如，校方可安排专人值守、
学校和家庭密切配合等。事实
上，各学校都建立了相关应急预
案，当出现特殊天气时，及时启
动应急预案，保障学生有序、安
全出入校门，也是学校日常管理
的题中之义。

以人为本，传道授业，教书
育人，是教育的本质所在，也是
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关键所在。这
场大雨淋湿了部分学生，也淋出
了少数学校的成色。

大雨天
学校“不到点不让进”让人心寒
陈广江

“在小区内酒驾被查”
也是一场普法课
郭元鹏

“我喝了酒在小区开车也算
酒驾？”“我就在小区里开车，买包
烟，没出小区，这也不行吗？”面对
警察，家住宁波市奉化的王先生
难以置信。继2018年第一次酒
驾后，他又一次犯了法。民警给
他开出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单。

5月23日《宁波晚报》

有人会说，人家虽然喝酒了，
但并不是在马路上开车，开车的
距离也不长，如此查处，是不是吹
毛求疵？是不是过于教条？其实
不然，小区道路虽然不是马路，但
也不意味着没有任何安全隐患。

2019 年 7 月 28 日，在安徽省
芜湖市福苑小区内，一辆汽车出
事故造成1死5伤的后果；2021年
2月19日，西安一位“老司机”在小
区内开车撞倒 3 人，其中 2 名儿
童，2 名儿童受了轻伤，孩子的妈
妈受伤严重；2021年8月13日，安
徽省黄山市一小区内发生车祸，4
岁男孩被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
折；2022年3月21日，娄某驾驶车
辆在鹰潭市一小区撞到步行的祝
某，抢救无效死亡......

看到这样悲催的“小区内的
交通事故”，谁还能说在小区酒驾
没有安全隐患？很显然，警方查
处“小区内酒驾”，并非是多管闲
事，并非是工作教条，并非是吹毛
求疵，其目的还是唯一的一个，那
就是为了生命的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九十一条规定：饮酒后
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六个月机
动车驾驶证，并处一千元以上二
千元以下罚款。酒驾就是酒驾，

“小区内”也不是法外之地。
当然，“小区内酒驾”也有不

同性质，具体来说有“开放式小
区”与“封闭式小区”之分。在小
区内酒驾，何种情况算酒驾呢？
办案的民警也作出了解释：酒后
在小区开车是否算酒驾，首先取
决于小区究竟是开放式小区，还
是封闭小区。如果在没有门卫、
社会车辆可以自由进出的开放式
小区内酒后开车，则构成酒驾。
王先生居住的小区属于开放式小
区，饮酒后在小区内开车，已构成
酒驾。如果在封闭式小区，只是
少量饮酒，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
可以适当调整车辆等。

“在小区内酒驾被查”，也是
一场普法课，要把“酒后小区内开
车算不算酒驾”说清楚。当然，作
为驾驶员，饮酒了还是需要谨慎
为之，即便是在封闭式小区最好
也别“酒驾”，毕竟这也是安全隐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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