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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占应急车道围观车祸
交警怒道：这又不是景点

国庆假期期间，汉宜高速宜昌

段发生了一起货车追尾事故，造成

道路拥堵。民警疏通应急车道后，

有的经过事故现场的小车还减速

拍照、看热闹。交警怒道：“这又不

是景点，有什么好拍的呢！”

@光明网

小学生蜗牛养到四代同堂
老师：最好的生命教育

假期，不少家长打着电筒在小区里

找蜗牛。原来，三年级科学课有一个内

容，叫观察蜗牛。不过郑老师不担心道

具问题，因为四年级孙悠翔送来了 20 多

只蜗牛。他养蜗牛已经1年，成了一个小

专家。“这才是成功的生命教育。”

@钱江晚报

非 常道

罗永浩：一个人可劲儿
省钱是对自己的不自信

近日，锤子手机的创始人罗永

浩在一次访谈节目中，谈到了年轻

人花钱的问题，说自己 20 几岁时，

在新东方的年薪有60万，但一分钱

也没存下。他表示，年轻人不要存

钱，敢把每一分钱都花干净的人，

将来肯定能挣大钱。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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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蟹市谣言”既要专家更待监管

＞

▋陈孝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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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节假日综合症”要“心疗”
▋殷建光

时事 乱炖 热点 冷评

随着大闸蟹旺季到

来，螃蟹成为不少人家的

过节必吃佳品。而坊间

和网上关于大闸蟹的各

种传言不断，诸如“避孕

药喂蟹”“大闸蟹注水”以

及“大闸蟹中抗生素超标”等传言，让市

民不知所以。对此，华南农业大学和广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相关专家作出了细

致分析，证实这些传言夸大失真，化解了

市民的担忧。（10月8日《南方都市报》）
“秋风响，蟹脚痒”。随着阳澄湖大闸

蟹9月23日开捕上市，席卷全国的全民吃

蟹行动也逐步拉开了帷幕。然而，在蟹

市火爆的背后，却也谣言四起。因此，邀

请相关专家进行科学分析和常识普及，

化解市民们的担忧非常必要。

但是，传言广为流传，谣言具有市场，

也从侧面反映出，市民对蟹市存在担忧，

对商品的信任度也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高，

才引发了市场情绪的“共鸣”。而相关专

家辟谣后，虽说可以让市民们解除担忧的

一些问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化解矛盾。

因为，“谣言已破、隐忧未除”的深层原因

还在于，市民们对螃蟹从饲养、出水到定

价、销售，缺乏一个让他们信任和认可的

“安检章”“公信章”。从另一个角度思考，

市民们为谣言所蛊惑，从某种程度上也是

对相关部门监管力度的一种质疑。

所以，根治“蟹市谣言”，不能仅仅靠

专家辟谣，更在于监管需再加强再用力。

只有监管部门牢牢卡住每一个环节，确保

问题蟹苗不得饲养、问题饲养必须清除、

问题螃蟹不得上市，给每一个环节都扎扎

实实地盖上过检“公章”，切实守牢安全蟹

品才能上市的大门，确保蟹市秩序一片井

然，市民们对监管部门的认可度、对蟹品

的信任度才能不断提升。如此，谣言才会

不攻自破，市场也才会健康有序。

监管更尽心、更细心，市民才会更放

心、更舒心。期待，在蟹市逐步升温的当

下，监管部门能够透过蟹市谣言看到背后

的市民隐忧，从头抓紧、一抓到底，在加强

监管、规范秩序、确保安全上下更大功夫、

想更多办法，为全民吃蟹行动保驾护航，

努力营造一个吃蟹“安全季”“舒心季”。

“天天红烧肉、顿顿女儿红”这是不少人十一长假期间过

的日子，再加上奔波游玩，熬夜玩手机等，从经验上看，节后

不少人都会出现节假日综合症。（10月7日中国新闻网）
如何治疗“节假日综合症”呢？专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多吃蔬菜，这是“食疗”；早睡早起，这是“睡疗”；多运动，这是

“动疗”；制定计划，这是“划疗”。不过，笔者认为，最重要的

还是“心疗”。

单位管理者要对职工进行“心疗”。作为单位管理者，

上班第一天，应该做好各种“心疗”工作，预防“节假日综

合症”。可开四个药方，一是微信慰问，就是给每一位职

工发送一条温馨微信，让工作要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无声”；二是会议激励，上班第一天，单位管理者应该给职

工开会，进行工作激励，帮助职工拉起“战斗风帆”；三是，

走访关心，就是走访职工家庭，帮助职工迅速解决假期遗

留问题，让职工安心工作；四是，活动安心。就是利用业

余时间，组织职工开展一些轻松的活动，帮助他们解除疲

劳，顺利过渡。

家庭要对成员进行“心疗”。家庭的主导者，比如父亲、

母亲，应该做好对家庭成员的心理调整工作，比如，茶余饭

后，多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开展一些大家都喜欢的活动等，把

家庭打造成一个休闲的港湾，从而能够更加精力充沛地做好

单位的工作。

劳动者要自我进行“心疗”。首先，劳动者应该树立起

“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意识，假期里休息够了，现在应该收收

心继续工作了。其次，劳动者应该多给自己进行心理暗示，

假期是为工作积聚力量的，工作是为假期打造保障的，两者

相辅相成，互为条件。做好工作，才能更好地享受假期；走出

假期，要更努力做好工作。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说，可以断定，思想和身体一样，稍有

过度的安逸，便会如染瘟病。现在，让我们从心灵上树立起

规矩意识，从思想上激发出约束思维，从情感上昂扬出工作

激情。只有这样，“节假日综合症”才不会卷土重来，即使来

了，也能很快消失。

用广场法则夯实广场文明的底线
▋李英锋

针对广场舞、露天演唱噪音扰民等公众比较关注的问

题，近日经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绍兴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对此做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并设定了相应的罚

则。条例指出，公民应当遵守公共环境文明行为规范，开展

广场舞、露天演唱等户外活动，应当按照规定合理选择场

地、时间，控制音量，不得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产生

活。（10月7日《北京青年报》）
绍兴的这一条例明晰了民众开展广场舞、露天演唱

等户外活动的权利义务，列出了行为“白名单”和“黑名

单”，制定了罚则，具有约束力和惩戒力，具有教育规范

功能，并经过法定审批程序，属于典型的“广场法则”。

在现有的公共空间格局下，我们该怎样调和缓解民

众的公共场所活动权和安宁权之间的矛盾，从而维护社

区和谐呢？显然，不能靠设卡、围栏、添槛、破坏场地等

就事论事的笨方法，更不能靠诅咒斗殴，而应该依靠规

则——笔者以为，每一座城市都该有一部“广场法则”，

都该用“广场法则”夯实广场文明的底线。有了“广场法

则”，民众的娱乐健身活动就会心中有底，维权也会有

据。

有关部门应通过电视、广播、短信、网络等途径对“广

场法则”进行广泛宣传，并在各公共活动场所、社区设置

提示牌，列明“广场法则”的主要内容也即民众需要注意

的主要事项，增强民众的规则意识。

落实“广场法则”、维护民众的安宁权还要有一个监督

机制，包括两种监督方式：其一，有关部门建立对公共活动

空间和社区的巡查机制；其二，建立举报机制，针对民众提

出的投诉，有关部门应及时出动，对投诉内容进行调查核

实，制止一些不当的健身娱乐行为，对屡教不改且构成噪

音污染的，还可依法给予适当处罚。

一言以蔽之，只有制定并有效执行“广场法则”，民众

才能逐渐树立自律意识和边界意识，才能加强自我约

束，才能把在公共场所的健身娱乐行为控制在合理的范

围内，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其他民众的侵扰。

空口无凭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