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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

人生在世，无论是谁都有一些社会关
系，都会结交一些朋友，这本无可厚非，但
一些“别有用心”的交朋友就要另当别论
了。

自中央开始“打老虎”以来，被送进监
狱的贪官中，有不少是被所谓的“朋友”拉
下马的。他们的教训告诉我们，交上好朋友
将终身受益，能够让你避免误入歧途，能够
让你得以在逆境中重新奋起，能够让你享受
到“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幸福。反之，如
果交了坏朋友，则会后患无穷。特别是领导
干部身份特殊，掌握公权，更要慎重择善交
友。

众多的贪腐案例显示，少数领导干部受
贪欲驱使，主动结交给自己带来“好处”的

“酒友”、“赌友”，热衷于和“老板”、“大
腕”称兄道弟，最终被朋友“送”进监狱。
这是一种反讽，更是一种警醒。党员干部只
有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从工作出发，从
事业出发，有原则、有界线、有规矩地慎重
交友，冷静交友，从善交友，择贤交友，结
交有志之友、有识之友、有德之友，才能以
友为镜，以友为师，不断完善自我，谨记

“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训，做到自重、自
爱。

君子之交
要淡如水

百姓说话

京文

在粤东西北市、区、县三级政府网
站，有不少政府网站出现医院、手机、
购物等广告，还有360度总统套房和沐
足的详细指引。广东政策规定，官网不
得从事商业活动。对此，各地普遍回应
称经费不够，还有说这不是广告，而是
赞助费。

（5月11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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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广告”

勾犇勾犇//图图

石平（本报）

近日，一段成都女司机被暴打的视频在
网上引发热议。警方随后公开的视频显示，
事件起因为女司机连续变道引发男司机不
满，两车疑似斗气，最终演变成肢体冲突。
对此，多数网友坦言应加大对交通陋习的惩
处力度。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能看到这样的场
景：长长的“车队”中，总有不守规矩的车寻
找合适的时机，不管虚线实线，猛然变道，一
场“攻防战”随即打响：“进攻方”试图加塞插
队，“防守方”则拼了命地想把冒犯者逼出
去。面对那些自认为“车技高超”左右穿行、

强行插入的“高手”，不少人心里也纠结过，
但是，下意识地，也都上演过猛踩一脚油门，
和对方来个你争我夺的戏码。

成都“男司机打女司机”一事发展到了
今天，不但没有降温，在网络上还有了“越炒
越热”的趋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该事
件集中暴露了不良驾车习惯激化矛盾这个
带有普遍性的顽疾。一段行车记录视频还原
了痛打女司机事件的“前因”，很多人从谴责
男司机变为了痛骂女司机。因为人们发现，
原来是女司机惹祸在先，她开车野蛮，任意
变道。男司机车上小孩的哭声让一部分人更
加地理解与同情起他来。这当然也是因为，
人们太感同身受了。

记得两年前，笔者曾写过一篇《机动车
道上充斥着蛮横和不文明》的文章，是就一
个惊人的年度交通违法行为的统计有感而

发的。笔者作为一名驾驶员，对这些违法驾
驶行为背后暴露出来的蛮横和不文明的严
重后果感同身受，因为比成都“男司机打女
司机”更可怕的车毁人亡的事例几乎每天都
在上演。笔者不禁再次向那些不遵守交通法
规者呼吁：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杜绝不良驾驶习惯，对“侵略性驾驶”说不！

“侵略性驾驶”是一个舶来词，又翻译作
“攻击性驾驶”，按照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
管理局的定义，指的是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
全的驾车方式，比如蛇形换道、横冲直撞、大
声鸣笛等等。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所
长王长君在 2014 年《事实说》节目里表示：

“每年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里，大概
有90%都是因为开车的驾驶人违法行为导致
的。”超速、逆向行驶、未按规定让行等因素
一直高居公安部公布的机动车驾驶员违法

行为前列。
汽车时代来得太快，让有车一族无所适

从。记得曾经和同事谈论过文明驾车问题时
得出了一个结论：倘若说培养一个绅士需要
三代的话，真正实现驾车文明恐怕也需要三
代。因为国外的许多研究都表明，“侵略性驾
驶”是有复合原因的，这和人格有关，有些人
格特质的人开车易怒；这和家庭培养有关，
有研究表明，假若从小就目睹自己的父母

“侵略性驾驶”，那么孩子就有样学样；也和
生活满足感有关系，调查显示生活满足度不
高的人会这么干；当然也和压力有关系，压
力大的人可能开车开得很危险。这也表明，
人之所以会“侵略性驾驶”，原因在“车”外。
换句话说还是素质问题，人不“绅士”，车能
驾得文明简直不可思议。

人不“绅士”，何谈驾驶文明？

新闻：10日，一家名为多伦股份的上
市公司因更名为“匹凸匹”而遭到吐槽。
11日，“匹凸匹”开盘涨停，报12.06元，
涨幅达 10.04%。据统计，从 2013 年以
来，已有400多家上市公司更名，其中阳
煤化工更名次数达13次。数据也显示，上
市公司发布更名公告后，持股30天平均涨
幅达10.07%。（5月1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

点点评：让“呕吐呕”们来的更猛烈
些吧。

新闻：今年4月开始，合肥老城区发
生多起入室盗窃案，均是同一人所为。每
次作案，此人都身穿同一件外套。警方根
据这个特征将嫌疑人抓获后，其交代感觉
这件衣服是自己的“幸运服”，所以作案必
穿。（5月12日《安徽商报》）

点点评：运气用光了。

新闻：有时候，当众放屁会让人们陷
入无限尴尬的境地，尤其是在社交场合。
为摆脱这种尴尬，巴西一个设计师开发了
一种设备通过记录放屁频率而给人们提供
一些饮食建议，从而通过改善饮食习惯来
减少放屁的数量。目前，该项目正发起众
筹。（5月12日《环球时报》）

点点评：屁to屁真的来了。

新闻：48岁的英国农场主罗伯特·沃
斯利是该国某大地产商推行的“万家房
屋”计划的坚决反对者，为此，他拒绝了
对方为自己农场开出的2.75亿英镑(约合26
亿人民币)的天价土地出让金。罗伯特认为

“万家房屋”的引入会摧毁平静宜人的家
乡，如果自己“收钱跑路”，就是对整个社
区做下一件“大坏事”。（5月12日新华社）

点点评：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

点点评

李云

天越来越热，不少饭店陆续开启了
“地摊模式”。一时间，烧烤啤酒成了多数
市民下班后的不二选择。为了开启“地摊
模式”，薛城区内不少商家将目光瞄向了道
路两旁的人行道，这样一来，既阻碍了交
通，留下的满地狼藉又增加了环卫工人的
负担。（5月6日《枣庄晚报》）

夏天来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练
摊”高峰期。呼朋唤友练地摊，吃喝玩乐
侃大山，是咱枣庄人喜欢的消暑方式。但
是“地摊模式”的开启，也带来了诸多的
麻烦。摆地摊越界抢占人行道，不仅阻碍
交通，还遗留垃圾满地。

饭店摆地摊霸占人行道的“习惯”由
来已久，每每商家都以“顾客就喜欢在外
面吃饭”作为托词。滕州也有不少饭店摆
摊占据人行道，但也有很多把桌子摆在院
子里的，照样视野开阔，而且少了呼吸汽
车尾气的烦恼。笔者前几日傍晚出去锻

炼，路过一小区时，只见烟熏火燎，一股
呛人的气味令人避之不及。

“地摊模式”的饕餮，让食客享受美
味、商家大获其利的同时，也让生活在附
近的人生出许多烦恼。随意摆摊不仅造成
交通堵塞，还带来了遍地的狼藉。按理
说，商家牟利并无不妥，但无论如何摆摊
练摊都是要顾及他人感受。练摊者吃得酣
畅淋漓，也要考虑身体健康，更要做到不
惊扰他人。我们说要提高市民素质、提升
城市形象，不外乎就从此类小事做起。虽
说眼下练摊正当时，可千万莫扰他人。

自己“练摊”莫扰他人

百姓说话

高路

刚过去的母亲节带走了感动，在朋友圈
留下的痕迹却成了笑柄。微信这种东西让
人欲罢不能，但还没普及到爸爸妈妈都运用
娴熟的地步，妈妈要么不上，要么不会，于是
很多人就坚定地认为，这种爱其实是秀给朋
友看的，真正的孝子这一天应该坐在母亲的
旁边，陪妈妈聊聊天吃吃饭，而不是隔空祝
福。

这种诘问多少会让人有点不敢申辩，用
“嘴巴上的巨人和行动上的矮子”来形容很
多人对母亲的爱，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在
回报伟大的母爱这一方面，许多人做得并不
好。我们很多人会在情人节给自己的女朋
友或者妻子买一大束鲜花，会在孩子的生日
送上玩具蛋糕，甚至别人家的孩子过生日也
早早准备好了礼物，恐怕很少有人能想起天
冷了给母亲打个电话让她加件衣服，天热了
嘱咐一下母亲别老是吃剩菜剩饭。与母亲

对孩子的牵肠挂肚、朝思暮想相比，孩子一
个个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没心没肺地乱
窜。

网友对朋友圈里的母亲节的质疑，点中
了这种不对称的亲情的软肋。虽然没人会
否认自己对母亲的爱，也没有人意识不到母
爱的伟大，但除了空洞的表达、华丽的词藻，
对母亲的爱也是需要一点一滴的行动体现
出来的，比如记住自己父母的喜好，记住父
母的生日；比如给母亲打个电话，有事没事
多问问父母亲的近况。母亲不好意思打扰
你的生活工作，却是非常欢迎你去打扰他们
的生活的。

那么，除了晒以外，是否还该有更多实
际的行动？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反思的地方，
当然，如果将朋友圈里晒对母亲的感情仅视
为一种秀，就过于武断了。把朋友圈里的爱
妈和现实中的爱妈对立起来，至少这种说法
是不全面的，你怎么知道我只是过过嘴瘾，
而没有实际行动呢？就像我只打了个电话，
你就认为我不爱妈妈一样，你怎么知道我对
妈妈的感情没有全在那一声妈妈中呢？

不只母亲节，如果有可能，每个人都应
该尽可能地多陪陪母亲，而不是在某个特定
的节日才想起母亲，但也不能不看到朋友圈
里的母亲节其实反映的还有另一些更紧迫
的现实问题。对有些人来说，膝前尽孝是件
简单的事，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就不那么容
易了。至少全国有上亿的农民工，此时此
刻，他们还处于背井离乡的状态，见一面都
是奢望，何况尽孝？天南海北地隔着，除了
打个电话慰问一下，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恐怕也就只剩下在朋友圈里寄托一下祝福
了。妈妈也许看不见，但大家都相信，这份
祝福冥冥之中是能传递到母亲那去的。

除了有那么一点煽情，朋友圈里对母亲
的爱基本上还是真实情感的体现。现实中
不太有人会在自己的母亲面前长篇大论地
说如何如何爱她，可是在网上，我们可以尽
情地倾述自己的情感。朋友圈只是为大家
提供了一个表达自己真实情感的平台。把
对母亲的爱大声说出来，让朋友们知道又怎
么样，这一点都不虚伪。

“朋友圈”里的爱，并不虚伪

今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