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平（本报）

《枣庄晚报》日前报道，家住薛城区黄河
路附近的张先生说，在薛城区黄河路上，晚上
经常会听到清晰刺耳的摩托车发动机声和鸣
笛声，声音很大，严重影响了附近居民的休息
和生活。

以往只有在外国大片能看到的飙车现
象，如今在人们的生活中正频频上演着。
即便是白天，也经常会看到一些年轻人骑
着改装过的摩托车在道路上穿行，发动机
发出刺耳的轰鸣声，市民称之为“飙车
族”。他们三五成群，一同在宽敞的道路
上，踩下油门……一瞬间，速度主导了一
切，加上路旁“观众”的鼓噪起哄，让飙飙族
的心情更是一路飙到最高点，追求所谓的刺

激和速度。这些摩托车不仅噪音大，有时还
连续鸣笛或开着“震天”的音响，他们在路上
疾驰而过，危险又扰民。最让人不能忍受的
是，飙车族喜欢在夜间行动。每到夜深人静
的时候，他们疯狂地享受着速度燃起的激
情，他们一边大声呼喊，一边按着喇叭在道
路上横冲直撞，不知惊扰了多少睡梦中的人
们，让人听着抓狂、愤怒、无奈。

参加飙车的多是大功率机动车，特别
是大功率的摩托车，大多卸掉了消声器，
闹得四方不得安生的同时，又持续大油门
运行，油气燃烧不彻底，排放出大量有害
气体，严重污染了环境，影响了人们的正
常生活秩序和身心健康。

其实，街头飙车并非我国独有。发达
国家多采取“堵”、“疏”结合的方法，比
如，加拿大、美国和欧洲多国，警方一面
和这些飙车族联系，鼓励他们到有许可的
专门地区赛车，同时对市内飙车进行严

惩。在美国加州，街头飙车即使没有出现
交通事故，目击者也可报警，在证据确凿
的情况下，初犯者将面临被关押 24 小时至
90 天，涉事车辆被扣押 30 天，车主负责期
间一切费用的处罚。造成伤亡的，惩罚将
更加严厉，美国有些地区规定飙车造成死
亡的，以谋杀罪定罪！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马路如果变成
“飙车场”，势必会严重危害公共秩序和公
共安全，必须严厉打击。交警部门要像执
行“醉驾入刑”一样，按照法律规定，对
飙车行为给予有力、有效的管理，对情节
恶劣的依照规定给予严厉处罚，绝不姑息
迁就：一是要加快推进全覆盖的、可靠
的、严密的公路交通安全防控体系，充分
利用监控系统，特别是在夜间时段加强监
控，飙车行为一经发现，在摄录取证的同
时，迅速部署警力合围查堵，并将对群众
反映强烈、易引发飙车的道路进行摸排和

调研，有条件的区域通过加装机非护栏、减
速装置、提示或宣传标识等方法，杜绝飙车
发生；二是结合城市道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集中整治行动，突出飙车严重违法行为，加
强对非法改装车辆、市区违反“禁鸣”制造噪
音扰民的行为开展整治，健全专项整治行动
的组织体系，明确各参与部门的职责，细化
相应措施，强化责任落实，确保专项行动有
序开展；三是针对非法飙车的隐蔽性和现场
容易消失的特点，利用现有的交通执勤岗、
卡口、治超点、高速路收费站等，加大排查力
度，对存在非法改装、追逐竞驶、涉牌等违法
车辆，立即予以拦截查处。

飙车或者高速狂奔，不代表你胆识过
人。在决定飙车的那一刻就已经意味着飙
车者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一次冒险，选择的
是自己生命长度的冒险，同时也影响了他人
的生命长度。人生短暂美妙，狂飙风险太
高！整治飙车，势在必行。

飙车狂奔，不代表你胆识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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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敏飞

近日，湖北仙桃市民文明公约标语现
“热爱洛阳”的内容在网上热传。仙桃市官方
10月7日回应称，“热爱洛阳”标语并非官方
发布的“仙桃市民文明公约”内容。仙桃官方
表示，下一步，仙桃市住建委将举一反三，对
全市在建工地宣传内容逐一进行检查，避免
相关事件再次发生。(10月7日中新社)

湖北仙桃一建工地的宣传内容，居然出
现“热爱洛阳”的字样，这立马引发网友的热
议与段子手的热情，湖北仙桃方面瞬间被置
于舆论的风尖上。在这样的境况下，当地及
时站出来释疑，回应称：“经查，该宣传栏系

仙桃六建一在建工地为增加文化氛围，美化
工地环境，在网络搜索相关信息后未经审查
进行发布，内容并非仙桃市民文明公约内
容。目前，该公司已清除错误内容。”

这样的回应，说明了两个真相：一是该
宣传是商家搞的，与官方无关；二是仙桃文
明公约的内容与这个也有一定的差别，不仅
仅是“仙桃换洛阳”那么简单。

但真的如此吗？不得不承认，“仙桃爱洛
阳”的确很魔幻。但魔幻的背后，也有现实。
比如，作为建工企业，确保建筑的质量水准，
没有偷工减料，没有豆腐渣工程等，才是其
职责所在，即便要宣传文化，也应该是其内
部的企业文化，可为何，这样的一家建工企
业却要搞“仙桃市文明公约”这样的宣传呢？
是其自身的献媚，还是因为官方有相关的要
求？自然，出错的是建工企业，但源头是不是

建工企业，仍然有值得拷问的空间。
除此之外，还有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为

何建工企业会这样张冠李戴、这样粗心呢？
还在于仙桃市文明公约在网络上的确不好
找，笔者在相关政府网站上就难寻其踪迹，
这说明当地在宣传上的力度仍然是不够的。
当然，而置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审视，既然
当地的文明公约并没有为人熟知，那践行的
可能性就更低了。在这样的境况下，这样的
公约还有存在的价值与必要吗？众所周知，

“形式主义”不仅是公众所厌烦的，也是“反
四风”的重要内容。

“仙桃爱洛阳”的背后，有着一定的魔幻
之处，但魔幻的背后，却是逼仄的现实。只有
将这些问题都及时解决了，类似“仙桃爱洛
阳”一般的魔幻剧才会失去现实的土壤。也
唯有如此，才是审视此事的终点。

“仙桃爱洛阳”背后的魔幻与现实

网言个论

捞“金”

李世远

“晚上十点多，工作一天躺在床上要休
息了，而这个时候却从窗外飘进了口哨的声
音，口哨声音不是很大，但是与深夜安静的
环境相比，这声音还是格外刺耳，时断时续
的口哨声一直持续到夜里十二点多，口哨声
让我两个多小时都无法安睡。”顶着熊猫眼
的市民周先生说道。（9月25日《枣庄晚
报》）

半夜吹口哨者，个人达到了自娱自乐之
目的，但深更半夜岂能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呢？

平时生活中类似这样不和谐的事情并不
少，每当这时，笔者与周先生感同身受。诸
如，有的家庭深夜看电视或放光盘，一家人又
唱又跳，时不时乐得嘻嘻哈哈，声音大得让邻
居皱眉头；有的家中有学音乐的学生，尤其在
艺考前的一段时间，加班加点，争分夺秒，有
时钢琴练到半夜，闹得好几座楼不得安生，欲
制止吧，学生在迎考的关键时刻，不制止呢，
每晚都心烦意乱难入睡；更有搬家者，习惯在
后半夜天明之前，噼里啪啦放鞭炮，人们在
熟睡之时，被突如其来的震耳欲聋巨响惊
醒，浑身哆嗦，尤其是病人、老年人，再想
重新入睡难上加难……

不管是自娱自乐，还是有什么特别的理
由，一事当前，首先要设身处地为别人想
想，做到不扰民。如果出现了扰民现象，对
别人的意见要理解、体谅，虚心接受。如果
短期需要，可事先安民告示，取得周围邻里
的同情和谅解，如果时间较长，那就调整时
间，互不影响，还小区一片宁静。

小区是个大家庭，至少居住着几十家乃
至几百家居民，大家同在一片蓝天下，应和
谐相处，亲如一家，互相关心，互相照顾，
不应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只有融于大家庭
之中，生活才能更幸福。

自娱自乐岂能
不顾别人感受

百姓说话

法晚

统计数据表明，全国至少28家景区
在国庆期间游客接待量超过规定的最大
承载量，一些景区甚至超标100％。专家
介绍，由于门票收入占景区收入的比重
颇大，加之监控乏力，导致不少景区在黄
金周期间“要钱不要命”式地疯狂追求旅
游收入。

只想趁黄金周赚一笔，忘了景区的
“含金量”。

画里有话画里有话

@清华孙立平：关于TPP。第一，这些帖
子，不但公知在转，很多做企业的，甚至一般
的上班族也在转。第二，转的人看过协议的
原文甚至能看懂有关评论吗？估计有相当一
部分是没有或不能，很多人兴奋的可能是其
中对中国不利的因素。第三，这么多的国人
在幸灾乐祸吗？非也，背后可能是对现状的
不满与变革的要求。

@假装在纽约：转一个发言，深以为然。
“三亚、丽江、凤凰、张家界、青岛，这些地方
与其说被游客玩坏，不如说已经被当地人玩
坏。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旅游意识越来越强
但基本都是出境游：你的海鲜没东南亚便
宜，酒店没日本有味道、你的海没马代干净、
你的民风没台湾淳朴……中国的旅游景点
人们满脑子只有：搞钱。”

@李开复：长假最后一天了，不知道大
家节前制定的长假计划是否都完美落实了？
是否到了今天才感叹上班上学度日如年，下
班放假时光飞逝！我们都听过应该充分利用
每一天的时间，但仅仅美好的愿望是远远不
够的，我们最终需要付诸实际行动。

微言大义

勾犇勾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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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国强

因为屠呦呦的获奖，“中医”再度成为一
个热词。有记者问诺奖评委员会成员汉斯：
“能不能说这是你们第一次颁奖给中医？”也
有人撰文探讨：屠呦呦获奖，是不是传统中
医药的胜利？按照中西医之别，我们甚至可
以问“青蒿”：你是中药，还是植物？用植物学
眼光看，就没中医什么事了。

这些问题背后，是多年来的中西医之
争，其中有理论之争，也有门户之见。屠呦呦
在国外评价很高，获奖多多，但据知情者透
露，屠呦呦在国内，在本单位很受冷落。有人
指出，对屠呦呦的获奖，中医科学院的态度
也颇为矛盾，屠的成果一方面能为中医科学
院争脸，为中医争光，但屠呦呦的研究理论

和方法超出了传统中医范围，不是“中医特
色”，对传统中医理论和“特色”又是一种“威
胁”。

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学科要发展，“学
科思想”、“学科特色”不应是封闭不变的，应
该是动态的，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这样的
应用性“学科”是为社会服务的，对社会来
说，不管西医中医，能治病才是良医；不管中
药西药，有疗效才是好药；学科的最大的合
法性、生命力，是由其社会价值决定的。有价
值的学科理论、学科特色，不用担心它会消
失。

屠呦呦获美国拉斯克奖时，斯坦福大学
教授、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成员露西·夏皮
罗说：“人类药学史上，像青蒿素这种缓解了
数亿人的疼痛和压力、挽救了上百个国家数
百万患者生命的科学发现，并不常有。”看来
夏皮罗教授的价值观也是患者至上，生命和
健康至上，而不是学科特色至上。不囿于门

户之见，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寻找自己的研
究之路，这方面，最好、最生动的范例，还是
屠呦呦本人。她读的是北大医学院药学系，
是“西医”；但是她又对中国传统医学很感兴
趣，她选择读生药学，就是为了能从传统医
药中吸收养分。她想到用乙醚提取青蒿素，
就是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获得启示。但
是，提取青蒿素直至该新药的研制成功，又
是“西药”的制造方法。青蒿素是“中西合璧”
的成果。

因为文化传统的隔阂，西方一直不了解
中国的传统医学，甚至不无偏见，中医走向
世界阻力重重，收效甚微。今天，却因为一个
学“西医”出身的屠呦呦的努力，让世界了解

“中医”的价值，这给人什么启示呢？科学不
应有门户之见。划地为牢，自我设限，只会削
弱“学科”的科学性——屠呦呦获奖，最大的
意义，或者说启示，是否在这里？

不管中药西药，能治病就是好药

今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