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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 CHANG DAO非常道

看一眼微信夺四命
你驾车还玩手机吗？

□刘 鹏

“有奖举报”是管理责任的转嫁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

你的时间
为什么总是不够用

①太爱玩，时间溜得快；

②抱怨多，却不找出路；③没

目标，老做无用功；④求完

美，做事常拖延；⑤没条理，

分不清主次；⑥老好人，不会

拒绝人；⑦忙应酬，没有真朋

友；⑧效率低；⑨没主见。时

间不够用的九大原因，你中

了几枪？对照，反思，别让时

间再从指缝溜走！

@人民日报

日媒：日本面临灭绝危机
2500年或减至1000人

随着日本少子老龄化现

象的不断加剧，日本人口总

数一直处于逐渐减少的趋

势，对此，日本知名不孕不育

医师指出：“截至 2500 年，日

本人口将减至 1000 人，而且

不排除走向灭绝的可能性。”

据日本媒体 11 月 3 日报

道，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

人口问题研究所实施的最

新人口推算显示，2010 年日

本全国总人口为 1.28 亿人，

推测截至 2048 年将削减至 1

亿人以下，截至 2060 年则将

削 减 至 8674 万 人 ，也 就 是

说，日本人口将在今后 50 年

内减少32%。

3 日，重庆市环卫局启动

“拒绝车窗垃圾倡导文明出行”

活动，从即日起，在全市范围

内，市民拍摄行（乘）车时乱抛

垃圾行为的视频，就可以获得

50 元的奖励。据市环卫局介

绍，渝中区从去年11月20日开

展有奖举报活动以来，车窗抛

物现象明显减少。（11月 4日
《重庆晨报》）

应该说，政府提倡公民遵

纪守法，秉承良好社会公德，鼓

励公民举报“车窗抛物”等不文明行为，本无可厚非。问题是，推行“随手拍”活动，

不设奖，市民积极性不高，设了奖，又会违背倡导文明出行的初衷。这是因为，利

用少数市民贪利私心，设立“有奖举报”制度，与政府执政理念和公民道德规范有

所背离。

事实上，“有奖举报”制度的设立，本身存在致命的缺陷。环卫部门作为政府

管理机构，发布公告鼓励市民参与“随手拍”活动，并要求提交相关视频资料，这等

于赋予普通公民以调查取证权，具有与执法部门相同或近似的职责，可能会造成

“全民皆兵”的执法乱象。同时，政府及相关部门存在“以民代政”、“以奖代管”、借

此推卸责任之嫌，广泛动员市民参与执法，则有违法治精神。

特别是，设立“有奖举报”制度，极易催生“职业举报者”，其合法性必受质疑。市

民举报偶然发现的“车窗抛物”等不文明行为，是其社会责任感的体现，而“职业举报

者”在利益的诱使下，专门去干偷拍的勾当，可能会拍到其他公民的一些个人隐私，

如果他们任意发到网上，则可能侵犯他人的隐私权。一个社会应当给公众更多的自

由，而不是限制，对不文明行为原不必动辄得咎，让人处于被时刻监控的窘境之下，

这也是公众尊严丧失的表现。退一步讲，即便是市民“随手拍”，非受利益驱使，但其

属于个体监督者，其正义之

举，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甚

至会危及人身安全。

因此，从长远角度来

讲，为合乎法治社会要求，

完全借助于社会个体和以

物质利益，鼓励市民举报

不文明行为的制度，是很

难实施的。更重要的是，

监督“车窗抛物”，不能让

个人去“孤军奋战”。相关

监管部门和媒体，应肩负

起社会之责。

近日，在福建厦门市，正开车的小范收到了一条微信，便用左手控制方向盘，右手拿

出手机，将手机放在靠方向盘的位置，然后低头查看消息。不想就在这一瞬之间，错踩油

门撞上了两位各自推着婴儿车的妈妈。后者四人全部现场遇难。（据11月4日央广网）
驾车玩手机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比如依据我国相关交通安全法规，违反者将有可

能面临扣3分，罚款100元的处罚。而当因为玩手机而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伤亡

的，则明显会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据刑法等相关规定，将会承担3到7年的刑事责任。

但不管小范被判几年，其驾车看手机害人害己的行为后果，显然都已经无法挽回。

比如站在受害人的角度讲，两个年轻的妈妈，两个婴儿，四条人命，不可能因为小范的承

担责任而复活。两个受害家庭就此破碎，甚至被严重不负责的小范剥夺了幸福。

同时，处在小范的角度讲，其本身也已经是一个准爸爸。因为交通肇事而锒

铛入狱，不仅将要失去数年人身自由，需要赔偿受害者家庭损失等，其妻儿显然也

要承担不必要的担忧与困扰。

小范驾车看微信导致车祸事件，不由让人想到了此前曾有女儿举报父亲开车

打手机的事件。彼时，当事女儿的行为很多人不理解，其甚至受到了人肉搜索，结

果导致另外的无辜者被网友诋毁与谩骂等。如今回想起来，特别是对照小范驾车

看微信的行为与后果，我们是否还会责怪此前这位举报父亲的女儿？

开车玩手机等是一种非常具有危害性的驾驶行为和习惯。比如据相关专业测

试的数据显示，当车速在20公里每小时时，开车低头1秒，相当于盲驾8米，而当车

速达到60公里每小时时，看手机3秒，相当于盲驾了50多米。

数据是严峻的，现实也是极其悲惨的。但往往一些人却总是抱着侥幸心理在

开车的同时打电话、看新闻、发信息等。类似行为，明显是需要坚决克服与杜绝

的。对此，一方面，需要我们的广大驾驶员加强自律，自觉抵制类似的行为；另一

方面，相关管理者，对类似的交通违章与违法行为，有必要加大与加强处罚。甚至

相关立法等部门，不妨吸取与采纳此前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议，增设相

关开车玩手机的刑事罪名，对开车玩手机者追究刑事责任！

“乳房美学”
是对女性的一种消费
□汪昌莲

奇葩选修课年年有，今年也不例外。厦门大

学最近就推出“乳房美学”选修课，引起广泛热

议。同时也让社会开始关注全国各高校开设的

“非典型”选修课，课程涉及的领域包括了性教

育、娱乐休闲、生命教育，甚至还不乏专为女生开

设的“新女性培养课程”。（11月4日《广州日报》）
时下，大学奇葩选修课层出不穷，如“爬树

课”、“知味课”、“名侦探柯南与化学探秘课”，等

等；可以说，大学选修课，没有最奇葩，只有更奇

葩。至于“乳房美学”选修课，从表面上看，是关爱

女性健康、传授女性生理知识、提升大学女生“曲

线美”的一种方式，但在笔者看来，大学开设“乳房

美学”选修课，是对女性身体的一种任性消费。

事实上，“乳房美学”，原本是一些相关专业大

学生的必修课或选修课；如今将“乳房美学”扩大化，

供非专业的大学生选修，显然不妥，说轻点，是不务

正业；说重点，是一种误导。再者，一些女生选修“乳

房美学”，还可以理解，为了获取乳房知识，为了呵护

自己的乳房，为了追求“曲线美”。问题是，一些男生

也来凑热闹，让人不得不质疑他们的动机，与其说

是一种好奇心理，不如说是一种猎艳心态。

不可否认，对美丽的追求，符合文化和自然

的需求。女性的柔美也是一种财富，特别是大学

女生，在重视内在修养、知识积累的同时，也不要

忽略外在美的培养，知识很重要，视觉愉悦感同

样重要；自然美与内在美相结合，才是我们所应

追求的最高境界。然而，大学开设“乳房美学”选

修课，是在过度推崇女性的外在美；特别是，拿女

性的乳房当噱头，与其说是一种奇葩选修课，不

如说是对女生进行低俗消费。

因此，大学开设“非典型”选修课，应谨慎为之，有

的放矢，不能掺杂过多的商业性、功利性和娱乐性。
□张西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