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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评天下
XIANDAIJINBAO

年后要找个钟点工，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往年
这个时候，保洁阿姨陆续回来上班了，今年却更难
约了。记者发现，快开学了，原来一大拨钟点工都被
家长叫到学校里去了！开学前这两天，杭州地区接
到了不少家长咨询，找给学校教室搞卫生的钟点
工，有的家长会在下单时备注，特别要求有经验的
阿姨。一位杭州妈妈说起了自己的经历，这个学期
开学碰上工作日，家长们没时间，所以只能出钱请
钟点工。（2月20日《都市快报》）

开学季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扫教室卫生，一
般都是家长、学生和老师共同完成，或者按照值日
表来安排人员。至于花钱请钟点工来打扫教室，并
非没有过，但确实非常少，不是主流现象。从报道亦
可知，家长之所以花钱请钟点工，主要源于本学期
开学是工作日，家长们普遍没时间，凑不到足够的
人数，迫于无奈才请钟点工打扫教室。

打扫教室是学校的日常工作，也是一种劳动教
育，正常情况是在老师的指导下，由学生来打扫卫
生。不过，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来讲，尚无法独立劳
动，需要在家长的辅助下，清扫卫生、拖地板、擦玻

璃等。而在开学季时，老师的工作较忙，抽不出空，
教室要大扫除、搬运书本等，需要的人数较多，一般
会和家委会商量，动员志愿者来搞卫生。

由于家长都在上班，没空去学校，凑不起人数，
请钟点工则是次优选择，也不为过。其实，不管是家
长自己去打扫教室，还是花钱请钟点工打扫，最终
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将教室卫生搞好，给孩子
们一个整洁明亮的上课环境。而且，现在的教室装
修和八九十年代完全不同，以前是水泥地，现在则
是瓷砖、地板等，卫生要求也不一样，家长不如钟点
工专业，完成质量也没有钟点工做得好。

现在社会分工很细，家政服务也是一大行业，为社
会提供专业的保洁服务，现在很多公司、单位都将清洁
工作外包给家政公司、清洁公司做。事实上，部分私立
学校亦是如此，让专业人士做清洁，并不让学生和家长
操心打扫教室。但是，平时的劳动课并不会少，通过其
他形式让学生体验劳动的乐趣，掌握劳动技能。

由此可见，究竟是家长还是钟点工打扫教室并
不重要，网友也不必太敏感了，毕竟请专业保洁人
员打扫卫生，既能满足效率又能保证质量，还能解
决家长出工出力的问题，何乐而不为。 江德斌

自己丢了手机，竟对全车 40 名乘客“搜身”，
如此举动就算是出于合理怀疑，但终究还是有越
界侵权的嫌疑。也许，值得庆幸的是，这40名乘客
都还算敦厚随和，乖乖配合了该女子的“过分要
求”，要真遇上个较劲抬杠的暴脾气，此事想必就
不会这般和平收场了。

尽管有法律人士说了，这起事件中，乘客们
为了自证清白，在民警见证下愿意配合女子的搜
身要求，不存在强迫情形，并不违法。“因为不是
强迫，所以不算违法”，这一逻辑似乎不无道理。
然而，所谓“强迫”究竟该如何界定呢？要知道，并
不是只有直接的暴力威胁才算“强迫”，在特定情

况下，以言语刺激、道德攻击对特定对象施加影
响，也是一种“强迫”。此类做法也许不一定违法，
却的的确确是有悖公序良俗的。

我们都知道，普通公民并没有“搜身权”，就
算是执法者“搜身”也是有规矩、有前提的……而
在本案中，这名年轻女子，竟直接对乘客“上手”
搜查，把每个包、每个衣兜、每个帽子都翻了个
遍。试问，要是每个失主都这么能干、这么乱来，
那么还要警察做什么呢？

值得追问的是，在这位女子对全车乘客“搜
身”过程中，当场的两名警察又在做什么呢？他们
有没有提示女孩这么做的法律和人道层面的风

险？有没有告知那40名乘客自身所享有的人身权
利以及“拒绝被搜”的权利？作为执法者，难道就
如局外人一般，冷眼旁观了这场擦边球式的“非
法搜身”闹剧吗？就算丢了手机的女孩年轻不懂
法，一旁的两名警察也应该当场普法、及时干预
才对。作为执法者尚且不能随意搜身，一个普通
公民，怎么就敢把所有人都搜了个遍？

丢了手机值得同情，但失主并不具备任何道
德上的优势，更不能自动获得某种“执法的权
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丢手机事小，侵犯公民人
身权利事大，悍然对同车 40 名乘客搜身，这实在
是玩大了。 然玉

近日，陕西汉中115路公交车上，一名20岁左右的年轻

女子乘坐公交时发现手机丢了，报警后警察没有找到手机，

因怀疑小偷在车上，女子便对40多名乘客挨个“搜身”查找，

结果仍未找到，导致公交延误40多分钟。当天乘坐该路公交

车的孙女士说，公交车停下后，部分附近的乘客都急着下车

回家，女子就站在公交车门口挨个搜。“车上乘客为自证清

白，几乎所有人都让她搜了。”（今日本报14版）

“聪明药”滥用
监管别当笨蛋

高三女生田静（化名）接过妈妈递来的一片
指甲盖大小的白色药片。妈妈说这是“聪明药”，
能提升她的学习状态。她想想不断下滑的成绩，
又想想那些无论如何都没法静下心来完成的物
理题，混着水把药片吞了下去。药片的主要成分
是哌醋甲酯，常见商品名包括利他林、专注达
等，俗称“聪明药”。（2月20日《新京报》）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所谓的“聪明药”，指
望吃“聪明药”就可以变聪明，这是异想天开的
想法，这是基本常识。所谓的“聪明药”，主要成
分其实是哌醋甲酯，这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兴
奋剂，是一种治疗儿童多动症的精神药物，能起
到提升注意力和降低疲劳感的作用，能促使患
儿增强自我控制能力。

但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哌醋甲酯具有一定
的副作用。服用以哌醋甲酯为主要成分的“聪明
药”，可能会引起胃肠道不适、嗜睡、心慌、心跳加
快等症状，严重时可能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长期
服用还会成瘾。然而，有如此严重副作用的“聪明
药”，却在电商平台上可以轻松买到，继而成为很
多中小学生嘴里的流行食品，不得不让人反思。

按照原卫生部颁布的《精神药品品种目
录》，哌醋甲酯被列为第一类精神药品。根据《麻
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的规定，国家对精
神药品实行定点经营制度。第一类精神药品不
得零售。药品生产企业需要以第一类精神药品
为原料生产普通药品的，应当向所在地省级药
监部门报送年度需求计划，由省级药监部门汇
总报国务院药监部门批准后，向定点生产企业
购买。由此可见，买卖“聪明药”行为，实质上涉
嫌违法犯罪，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市场行为。

“聪明药”的滥用，尤其是滥用“聪明药”现象
已经存在多年，究其根源，是监管当了“笨蛋”，让
买卖“聪明药”行为基本上处于监管真空状态，才
进一步放纵了“聪明药”的无序销售。因此，要终
结“聪明药”滥用现象，关键是监管要发力，特别
是执法手段跟上电商时代的步伐。首先，监管部
门要直接约谈国内各大电商平台，对销售“聪明
药”的行为进行整改。其次，对违法违规销售“聪
明药”的商家，市场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必须联
合执法，依法按规予以严惩，不能轻饶。再者，卫
健部门要加大“聪明药”副作用常识普及教育工
作，引导广大家长正确认识“聪明药”，不再盲目
购买“聪明药”给孩子服用。 张立美

2月19日上午8时许，宁波钟公庙交警中队民
警在天童南路路段执勤，巡逻当中，发现某小区门
口，开出一辆白色大众轿车，然而车子尾部，赫然贴
着“跑毒用”字样的车贴。“这玩得有点过头了啊
……”民警立即叫停，询问车辆驾驶人为什么要贴
这样的车贴。责令其将“跑毒用”的车贴画撕下来。
（2月20日《现代金报》）

面对民警询问，车主倒也坦然：我不是“贩毒
的”也不是“吸毒的”，是感到好玩而已，也想让自
己的私家车有点个性。不过，在民警指出其存在问
题之后，车主也说“这类标语实在不妥”，愿意按照
民警要求撕下来。

如今的城市街头，满街都是私家车在游走。而很
多人也希望自己的私家车富有个性。这个时候，车贴
画也就有了广阔市场。“哥开的不是车是寂寞”、“我
是新手我怕谁”……时不时会有人在自己的爱车上，
贴有诸如此类的车贴画，其中大部分人是为了张扬
个性。按说，张扬个性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不
是什么样的内容都能张贴在车身上。

汽车是流动的，张贴了车贴画之后，就是流动
的载体，会将车贴画的内容进行传播。如果仅仅是

“幽默的车贴画”，也是可以理解的，不仅可以起到
美化汽车的作用，还能愉悦他人的心情，倒也能成
为一道风景。但是，有的车贴画已经超越了幽默属
性，而是成了一种文化污染。

“幽默过头的车贴画”现象问题不少。我们会看到
很多这样的车贴画，简直就是胡言乱语：“我的屁股嫩，
你撞不得”；“爱你千万遍，车是我小三”。如此车贴画，
是不应该视而不见的。希望交警等执法人员，能够像查
处“冒用车牌”一样查处内容乌七八糟的车贴画。这样
的车贴画不仅违反公序良俗，还会污染孩子的视线。

当然，还需要思考打击此类车贴画生产企业的
问题，从源头上杜绝车贴画的文化污染。现在的一
些年轻人，为了追求个性，喜欢把爱车打扮成炫酷
的外表，有些商家为了迎合年轻人的需求，推波助
澜，别出心裁地制作出五花八门奇葩的车贴标语，
从中获利。但是，凡事都有个限度，不能超出底线。

雷人的“汽车幽默贴画”，是需要用执法的手撕
下来了。 郝雪梅

全车乘客被“搜身”
是公民僭越执法的闹剧

“请钟点工打扫教室”不必太敏感

“汽车幽默贴画”，岂能没有底线？

今日金评

热点追评 百姓话语

不吐不快

漫画 朱慧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