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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话题 随着山东临沂“暴走团”团员被撞事件不断发酵，其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涉事山鹰
运动协会秘书长在与记者对话时一句“现在社会上整体对老年人不够宽容”，把这一事
件再次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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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热点时事，论人

生百态。《杂谈》与您每

周相约，聚焦当周热点

事件，呈现同一事件下

那 些 见 思 想 、见 风 采 、

见个性的精彩观点。

同时，每周还将在

本报新浪官方微博（@

三亚日报）发布当周聚

焦 事 件 ，征 集 读 者 观

点。如果您关心时事、

如果您有独特的见解，

请加入我们，让思想在

这里碰撞，让智慧在这

里交融。

广开言路

人物聚焦 21 3

媒体视角

暴走团被撞
讨论规则莫失口德

广场舞、暴走团的一大特点是集
体性、参与性、场面性、仪式性，老人
的乐此不疲不仅仅是健身，还是刷存
在感，个体在集体中寻求精神慰藉。
在枯燥、寂寞的生活面前，广场舞、暴
走团恰好满足了老人生理和精神的
双 重 需 求 ，除 此 之 外 再 没 有 更 好 选
择，据说各地老年大学都一座难求。

社 会 刚 需 巨 大 ，现 实 又 无 法 满
足，自然会引发各类问题，而且往往
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在老龄化加
剧的当下，老人们今日之境况就是我
们明天的缩影，很多人或许会成为自
己 所 讨 厌 的 那 种 人 。 因 此 ，讨 论 规
则，我们更应正视老人合情合理的需
求及其背后公共治理的困境，同时也
积点口德。（陈广江 评论员）

让广场舞暴走团活动正规合法起来

健身“暴走团”被撞
规则之下方有公平

一句话，先有任性的暴走，后才

有意外的事故。这些年，老年人健

身的话题成为焦点：跟年轻人抢篮

球场，霸占公园门前的停车地，跑到

高速上随时随地跳一曲……

遗憾的是，不少地方部门因为

在公共服务上不够硬气，于是拿刚

性 的 规 则 与 秩 序 来 充 当“ 和 事

佬”——再于是，健身中的问题，一

概没有是非，全部交给私力救济。

结果呢，矛盾越来越激烈，隐患越来

越显性，最终是真正的满盘皆输。

回到“暴走团”被撞事件上来，如果

从“暴走团”上路开始就有人问、有

人管，何至于队伍庞大之后风险失

控呢？

总之，公共服务的短板可以徐

图修补，规则底线的坚守不能再含

混了之了。 （邓海建 时评作者）

暴走者被撞死咎由自取？
别让义愤代替法律裁判

其实，法律也能“药到病除”，关

键是抓住“两头”。在立法上，“警

告或者 5 元以上 50 元以下罚款”，对

违法占据机动车道的“暴走团”，可

以 说 是“ 小 case”，很 难 有 什 么 触

动。将机动车道“暴走”列入“治安

管理处罚”范围，升级警告、罚款乃

至拘留等处罚措施，效果恐怕要好

得多。

一起悲剧理应成为检视不足的

开端。在法治社会中，最理性的检

视标准，最有力的保护手段便是法

律。期待通过立法和执法的改进，

规范“暴走团”活动，也让类似悲剧

成为历史。（欧阳晨雨 评论员）

司机撞上“暴走团”
规则不能总靠悲剧警醒

很多人认为暴走团咎由自取，

其实，错的不是暴走，而是暴走欠缺

规则意识。不管是晨练还是夜跑，

都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失去规则意

识，注定与风险同行。

如果暴走团事先知道不守规则

顷刻就会送命，说不定他们就不会

跑上机动车道。除了追究谁该负主

要责任，还要通过这场悲剧，让更多

人看到遵守规则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常怀对规则的尊重和敬畏，不

仅是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可能

还会在关键时刻救自己一命。

（宋潇 时评作者）

我们的社会对老年人真不宽容吗？其实不是，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个道理谁
都懂，但是由于个别老年人对自己的行为缺乏有效约束，表现出了任性违法的一面，所以降低了其
自身的社会评价。而如果让广场舞、暴走团正规起来，让组织对成员行为承担责任，组织成员受组
织约束，而不再是人们眼中的“乌合之众”，那广场舞、暴走团将不再是舆论攻击的目标。

“暴走团”被撞应多方思考

在广场舞刚出现时，从官方到民间，
基本持肯定与支持态度，然而，在一些地
方，随着噪音扰民、抢占场地等现象的频
发，广场舞逐渐成为社会广泛关注并引
起不少争论的问题。而和广场舞的噪音
扰民、抢占场地相比，“暴走团”目前存在
的问题更需重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
路从事非交通活动。“暴走团”擅自占用
机动车道，是否违反道路交通法的规定？

暴走这种锻炼方式不会因一起车祸
而消失，它还将长期存在，但通过悲剧暴
露出来的问题，应得到重视和解决。不
顾自身安全，涉嫌违反交通法规的暴走，
必须被禁止；即便在非机动车道暴走，也
应该考虑其他行人、非机动车的通行问
题，防止和减少对他人的交通权益造成
阻碍。（新京 评论员）

暴走团车祸：
别强化代沟 是现实不完美

细加分析，广场舞等运动与其他社会
群体的冲突，根源主要还不在于文化和
代际的隔阂，而在于现实的不完美。以
河南洛阳王城公园广场舞抢占篮球场事
件为例，不同需求的齿轮擦出火花是因
为地儿太小了，而不是代沟两边的人必
有一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暂
时很难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个
客观条件要理解。

同时，城市管理者在资源不够的情况
下，应该多提供促进共享的方案，比如规
划出使用率不高的场地和道路、提出错
峰安排方案，同时还要规范参与者特别
是促使组织者养成申请、预约、保障安全
等习惯。这不仅能降低安全风险和人群
冲突，而且可以管很长时间，属于现代治
理的题中应有之义。（人民 评论员）

徐前凯

成都铁路局重庆荣昌车站值班员徐前凯见
义勇为的事迹感动众多网友，大家纷纷为他的
善良、勇敢点赞。手术醒来后，当问到徐前凯
后不后悔做了这个决定时，他回答：“牺牲一条
腿，救回一条命，我不悔！”不过，网友却为这样
做值不值的问题吵翻了。

“救人值不值”争议须制度来消弭

相对于道德的说教，“救人值不值”争议，
恐怕更须制度来消弭，即健立健全见义勇为终
身的保障制度，让他们实现伤有所医，父母及
自身养老有所帮助，个人就业、子女教育等实
际困难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等等。今年 3 月，
公安部发布《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
（征求意见稿）》，从国家层面首次立法确立见
义勇为的法律地位，迈出了构建统一保障兜底
的关键一步，期待立法进程加快，也期待各地
在落实层面上，把关爱与保障融入日常，让见
义勇为的价值不再干瘪。

葛宇

近日，一则《如何在北京拥有一条以自己命名的路》的文
章在网络上引发热传。文章中称，一位名叫葛宇路的学生从
2013 年起寻找地图上的空白路段，并贴上自制的“葛宇路”
路牌。随后，高德地图等地图收录这条道路，这条本来无名
的道路竟以“葛宇路”这个人名来命名。7 月 11 日，记者从双
井街道办事处了解到，这条道路目前其实还没有正式被命
名。

“葛宇路”弄假成真拷问公共管理

关于“葛宇路”该不该用人名来命名以及葛宇有没有权
给道路命名的争论，都没有实质意义。要看到的是，现行地
名、街道命名的相关法规并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管理机
构的工作规则，是指导命名的基本原则与依据。不管什么原
因成全了“葛宇路”，归根到底还是相关管理机构对该道路
命名管理的失控，个中问题值得反思。道路谁来命名并非简
单的权力问题，而是要求必须统一、规范、及时，否则就会留
下空间。一旦被其他社会主体取名，约定俗成后就会形成先
入为主的巨大惯性，再度介入更正，成本就很高，而且群众
会产生认知上的紊乱，“葛宇路”就是这样的尴尬典型。

何佳佳

近日，新浪微博网友“白衣天使茉莉花”公布
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在破旧校门前，一个小女孩
举着“遭性侵”的求助标语，地点是河南省周口市
西华县奉母镇一中。据记者了解，涉事女孩何佳
佳（化名）的姑姑何争先（化名）称，孩子在西华县
医院检查后，得知其处女膜“未见明显裂伤”。此
外，她曾带孩子在异地某医院进行检查，获得同样
的结论。何佳佳也承认，网帖提及的两位老师并
没有强奸自己，性侵的情节系自我编造。

女童编造“遭教师强奸”不只是冤案

教师教书育人，学生尊师重道，家长老师和睦
友好，这本应是老师、学生、家长之间最为和谐的
相处方式。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最终的受害
者都是孩子。一言以蔽之，为构建理想的家校关
系，教师固然要作出表率，家长也应当给予教师更
多的理解、尊重与支持。尤其产生分歧争端之时，
更应该切实考虑孩子的感受，保持冷静理性，妥善
解决。

对一个人来说，掌握一门
技术，就有了谋生的本领；对一
个贫困家庭而言，拥有一个技
工，就有了脱贫致富的希望；对
一个国家而言，当大量劳动力
拥有了专业技能，经济发展就
有了坚实的基础。当前，我国
中职毕业生就业率连续 10 年
保持在 95%以上，高职毕业生
半年后就业率超过 90%，在消
除贫困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联合国《2015 年千年发展目标
报告》显示，中国对全球减贫的
贡献率超过 70%，起到了火车
头作用。通过发展职业教育，
减贫脱贫，保护弱势群体，推进
经济社会发展，目前，这一中国
经验的重要性已得到越来越多
认可。

——人民日报：《重视职业
教育的中国探索》

家庭教育论最大的受益者
无疑是游戏厂商，它可以借机
逃避自己的责任，把网瘾问题
归结为家长监管不力，归结为
教育在与游戏争夺青少年上的
失败，归结于个人的自制能力
薄弱。却忽视了游戏本身存在
的问题，忽视了他们在约束机
制、监管机制上的缺位，也忽视
了开发商本身的原罪。网游产
生了这么多社会问题，是因为
商家将网游的成瘾吸金功能发
挥到极致，另一方面，社会又对
这种赤裸裸的利益冲动缺乏必
要的节制。

—— 钱 江 晚 报 ：《手 游 戒
瘾，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

这种大众艺人的名气却是
夏天的雷阵雨，来得容易去得
快，马上就会有新的人物代替
旧的人物，其关注度的保鲜时
间极短；而杰出科学家的业绩，
却可以长期留在科学的典籍之
中，甚至永垂史册。

——北京青年报：《不必拿
科学家和演艺明星比关注度》

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并非
截然对立的关系，适度、合理的
开发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遗产
保护工作。现在的问题是，一
些地方官员忘记了申遗的初
心，片面追求申遗的商业价值，
实质上对那些文化和自然遗产
造成了“保护性破坏”。我们已
多次遭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批
评，这让作为遗产大国的中国
很尴尬。

——新民晚报：《别把申遗
变成生意》

如果说铁腕治污影响了企
业生存和地方经济发展，那么
在环保风暴受到冲击的也是工
艺落后、产能过剩的企业，影响
的也只是低质量、低水平的发
展。以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
观来做判断，“环保账”与“发展
账”之间并不冲突，只有牢固树
立绿色发展理念，尊重自然规
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发展中走
“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

——经济日报：《“治污影
响经济发展”纯属谬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