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平（本报）

每天清晨、傍晚，都可以看见一些市民
牵着心爱的狗狗在小区里、河道旁散步，画
面十分轻松愉悦。但是，与这种欢乐的氛围
形成强烈对比的，却是狗狗留下的粪便，很
多公共场所俨然已成了天然“公厕”。白天
还好，看见后可以及时避开，可一到晚上，
不小心就可能踩到“地雷”。

眼下，喂养宠物渐成时尚，许多人对
宠物狗的宠爱甚至超过了孩子，尤其是一
些老人更是以宠物为伴，因为子女长大后
都成家立业了，工作忙，与老人交流的机
会很少。也有一部分人生活富裕了，看见

别人养狗，自己也不甘落后，相互攀比，
一家能养两三只，甚至更多。在人们享受
驯养、陪伴乐趣的同时，一个严峻的问题
也摆到了我们面前：这么多宠物的粪便如
果处理不当，会直接影响生活环境。

笔者曾听一位朋友抱怨，某天晚上，
他回家时已经 11 点多了。上楼时，感觉脚
下软软的，低头一开，踩到一堆狗屎，真
是恶心。不仅如此，他单位离家不远，本
可以步行上下班，可就是因为沿路人行道
不是停满车辆就是一堆堆狗屎，无处插
脚，只得放弃步行的打算。一名环卫工人
也抱怨说，每天要清扫很多宠物粪便，因
为大家基本上都选择早晚时间遛狗，所以
早上最多，即使清理后也是会留下难看的
痕迹。有时他们在这边扫地，那边就有狗
狗在大小便，提醒狗主人看好自己的宠物

时，还经常遭到白眼。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探讨。就是人大

小便需要进厕所，宠物狗大小便需不需要
入厕呢？从理论和现实层面来看，回答是
肯定的。这里有个问题就绕不开，那就是
需要在公共场所设置“犬厕”。天津市“犬
厕”亮相以来，公园内宠物狗粪便未见明
显减少。除极少数宠物主人主动引导宠物
狗到“犬厕”如厕外，95%的宠物主人都没
有这个意识，看来还是饲养宠物者自身的
问题。细究起来，问题又出在公共空间与
私人空间的区分上，就好比很多人把自家
收拾得一尘不染，门外的公共环境却任其
污染。

猫可以在家养，而狗每天都需要牵到
外面遛遛，不少宠物狗出来之后就在大街小
巷到处便溺，狗主人则听之任之，甚至对留

在路边的宠物粪便视而不见。这种用狗陪
伴、慰藉和愉悦了自己，却污染了公共环境
的做法真是很不道德。在笔者看来，只有少
数狗主人出门会自带报纸为狗处理粪便。
其实，这样的做法在发达国家早已形成共
识，如未妥善处理宠物粪便，受到相应处罚
的做法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事实上，有了文明的主人才会有文明
的宠物，宠物大小便的习惯是可以培养和
规范的。我市正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市
容市貌就是其中重要一环。宠物狗随地大
小便看似事小，却更像一面镜子，折射着
其主人的文明素质。狗，既然是人类的朋
友，与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同一
个小区，那么，对于我们正在创建的卫生
城市，狗的主人们也应该尽一份义务，最
起码也应该承担起一份责任。

如何处理宠物大小便折射市民素质
晚报观点 来稿邮箱：zzwbsy2013@163.com 新浪微博：@枣庄晚报-声音

柴辣

国庆假期结束后，一条包含30条新闻
的长段子在社交网络风传，它被冠以“年度
最佳负能量新闻”或“2015年度没品新闻”
在朋友圈刷屏。有媒体好（wu）奇（liao）地
搜索了一下，发现这30条“新闻”，只有5条
发生在2015年。不仅如此，其中一部分还
是作者自己演绎的。

老一辈革命家讲，世上就怕“认真”二
字。我以为，这话放在今天也不过时。拿

“没品新闻集锦”来说，这玩意儿不同于“洋
葱新闻”，那家伙说得有板有眼，的确容易让

人误会。而“没品新闻集锦”基本上只有含
糊不清的一句话标题，没有事实和细节，读
者欲知后事如何，对不起，作者压根就没准
备。当然，读者可自行检索脑补，但我相信，
作为一种快速阅读的产物，好奇心强到这个
地步的人不多。

别小瞧这种故作严谨的破坏性，它足以
把生动变得严肃，有趣变得无趣。但你要知
道，反过来若要把无趣的事变有趣，那就难
了，可以说一直是困扰人类的重大命题，不
是冒充刘德华唱两句“我滴老嘎”就能解决
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微信出现过不少bug，
一个就是在朋友圈打出不含任何字符的状
态。记得当时满屏欲言又止，很欢乐，结果
很快有人揭穿原理，然后这事就俗了，俗得
跟“不转不是中国人”一样。

所以，如果你以为大家在社交媒体上表
现出来的happy是真happy，那就天真了，即
便是那些看起来全民狂欢的时刻，若要深
究，很可能也不过是一群人的孤单。拿刚过
去的“国庆朋友圈摄影大赛”来说，你看到的
是美食美景美人，看不到的是堵车上火纠
纷。至于马上要迎来的“双十一”，你又会看
到无数人晒单买到心头好，而看不到的是他
们下线之后省吃俭用，当然背后可能还有更
肉痛的男友老公。

基于此，你就知道我有多憎恨拿段子搞
科学研究的人了。优质的、不违背公序良俗
的段子，往小了讲是下酒菜挠痒棒，往大了
讲是和谐社会的助推器。有钱难买快乐心，
就让我傻笑一会儿吧，哪怕两分钟。

谁在“杀死”那个段子手

网言个论

离奇催款

冯海宁

10日，安徽省芜湖市一私人小餐馆发生
液化气罐爆炸造成17人死亡。官方通报：初
步判定为瓶装液化石油气泄漏遇明火引起爆
炸，导致事故发生。据悉，爆炸餐馆8月18日
刚开张，无营业执照；死亡17人当中14人为
学生；17人主要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遍布于城市街头巷尾的餐馆，是消费者
光顾最多的地方，其中很多却暗藏危险。从
媒体报道来看，近年来小餐馆的爆炸事故频
繁——比如 2011 年西安一肉夹馍店因液化
气泄漏发生爆炸，造成11人死亡，31人受伤；
2012 年山西寿阳县一火锅店液化气泄漏爆
炸造成14人死亡，11人重伤；今年8月，上海
市青浦区水景酒店发生液化气钢瓶爆炸事
故，楼房半边被炸飞……虽然没有统计数据
显示，每年全国发生多少起餐馆爆炸事故，死
伤多少人，但餐馆爆炸事故频频发生，不免让
人对餐馆就餐产生一定恐惧感。

一般来说，很多消费者对餐饮业的安全
担忧，是自己所吃的食品是否安全？但频发的
餐馆爆炸事故，不免也让消费者担心另一种

“吃饭风险”，即餐馆会不会发生液化气罐爆
炸？很显然，餐馆燃气罐爆炸比食品不安全带
来的后果更直接、更严重，也让人更忧虑，尤
其是小餐馆。正是由于忽略了餐馆的另一种
安全问题，小餐馆爆炸事故才会频频上演，此
番才会有17人在事故中丧生。希望各地有关
方面吸取芜湖餐馆爆炸事故教训，给消费者
创造安全的消费环境。

很多消费者对餐饮业的安全担忧，是自
己所吃的食品是否安全？但频发的餐馆爆炸
事故，不免也让消费者担心另一种“吃饭风
险”。

不能让餐馆爆炸
成“吃饭风险”

百姓说话

斯涵涵

福建莆田市塔林村村民钟女士由于
没有及时还信用卡的欠款，收到了一封
来自福州律师所的催款通知，上面写明
钟女士因透支银行信用卡，没能及时还
款，须归还本息21亿多元。这让钟女士
大吃一惊，因为自己仅仅欠款了5万元，
时间也仅仅只有半年。怎么会要还21亿
呢？（10月12日《西安晚报》）

现代社会公民参与金融理财活动日
趋增多，而学习金融知识、提升契约意
识、遵守合同章程也是亟待补上的课程。

画里有话画里有话

@老徐时评：根据@新京报调查数据显
示，多于四成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曾亲身遭遇

“宰客”。有近五成受访者表示，自己如遭遇
“宰客”，会优先选择将证据发上网进行网络
维权。人们遇到纠纷首选网络舆论维权，而
非相关政府机构，与其说是维权不如说是无
奈的呐喊，控诉的对象除了无良商户，其实
也包括了某些不作为的政府部门。

@新媒沈阳：“意大利面条碗”现象，这
本来是一个描述原产地规则贸易协定的词
汇，这几天在关注 TPP 新闻时查了一下。突
然发现，信息传播也越来越呈现“意大利面
条碗”效应。大量一次信息原生于暗网络，浮
现于朋友圈，传播于微博乃至公号，最终达
至传统媒体。这个过程往往存在大量的纠
缠、反复、涌现、进化、逆转、崩灭。

@佚名：中国男足客场 0:1 输球给卡塔
尔导致世界杯出线前景暗淡无光，网友总结
的国足死循环：1、抽到上上签，媒体足协豪
言壮语。2、开门红，开始预测出线对手。3、惜
败对手，跌落小组第二失去主动权。4、保留
出线悬念。5、仅剩理论性可能，看对手脸色。
6、彻底告别小组赛，提前出局。7、锻炼新人，
为荣誉而战。8、换帅，重新起航，备战下一届
预选赛……

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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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昌俊

10日，国内首支旅游警察队伍——海
南省三亚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在三亚市
民游客中心正式挂牌成立。（10月11日《光
明日报》）

前有连续多年的“三亚宰客事件”被曝
光，后有今年黄金周期间“青岛大虾”事件引
发的轩然大波，三亚成立国内首支旅游警察
队伍，其针对性不言而喻。事实上，世界上
已经有不少国家，如埃及、泰国等国，都已设
立专门的“旅游警察”，不仅管理游客事故，
同时提供旅游信息和应急治疗等服务。

但旅游警察的设立，是否真的等于让景
区拿到了改善景区环境的金钥匙，又是否值
得所有景区都进行复制，仍值得商榷。从三
亚旅游警察的定位来看，其主要是为及时了
解掌握游客投诉、举报情况，第一时间接受

游客的报警、求助、咨询等。同时，根据游客
投诉、举报线索，旅游警察支队将与其他部
门开展联合执法，加大涉旅案件打击力度。
按理说，无论是游客的咨询，还是旅游市场
乱象的治理等，在原有景区乃至地方管理系
统中，已经配备了专门的部门和执法力量。
在此之外再增加旅游警察，在某种程度上不
过是为此前的治理失败买单，那么由此所增
加的治理成本，是否合理就值得疑问。而旅
游警察的设立，又是否会导致其他部门的懒
政甚至引发新的职责争议，更是不得不防。

更关键的是，新增的旅游警察，其执法
表现和作风又是否能够跳出此前糟糕的治
理体系，同样存在不确定性。如“青岛大虾”
事件中，游客的遭遇，当地警方和工商部门
并非不知情，与其说欠缺的是执法者，不若
说是负责任的执法体系和管理态度。更何
况，当前一些旅游市场乱象的根源，恐怕还
并非只是表面上的执法问题，远非旅游警察
能够全部解决。

有事找警察”，对于在景区陷入“麻烦”

的游客而言，当然是第一选择。但置于一个
景区秩序的优化和治理上来看，警察只能是
维护秩序的一种力量，且其处于治理环节的
较末端。若不能激活和重塑地方的治理体
系和效能，从制度层面和治理前端保障社会
治安和消费环境的稳定性，而是将此责任过
度向后端的警察部门转移，显然难以称得上
是善治，也终究难以获得预期的治理效果。
而国外的一些“旅游警察”、“观光警察”，在
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景区“服务者”的一种统
称，而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警察。

警察的设立是严肃之事，一个让游客放
心的旅游环境的营造更是复杂之事，无丝毫
的捷径可走。它只能依赖于地方职能部门
严明履职和各归其位。在当前我国旅游业
发展环境的改善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第
一支旅游警察队伍的出现，或许只是一个开
端。但不管怎样，它只能被视为是旅游环境
改善的一种可以尝试的选择，不应该被过度
倚重，和盲目的照搬和复制，其最终效果，更
有待时间检验。

改善旅游环境，旅游警察是“金钥匙”？

今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