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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某专家在节

目中表示，北京主要是网

约车带来的拥堵，在北京

什么都很贵但是打车便

宜，需要提升网约车使用

成本以减少拥堵。专家

称：“20 万的网约车，一

天15个小时在路上跑，而我们的私车可能一

天就2个小时在路上，1辆网约车相当于8辆

私家车对道路的占用。”

这又是一则专家建议——“专家建议”

这四个字现在一出现就容易让人心惊肉跳，

人们有时真拿不准会出来什么奇葩言论，而

这则建议显然也属于此类。

网约车使用时长超过私家车，那拥堵就

怪网约车。有没有想过，可能正是因为网约

车的大量存在，才降低了私家车的使用率？

如果可以这么简单换算的话，那公交车的长

度是2到3辆私家车，拥堵原因是不是也可以

归因公交车？更“魔幻”的其实是这位专家提

出的对策，或者说引发众怒的关键所在——

“改变出租网约车成本过低、使用过滥的情

况”。说白了，要给网约车提价，让人们减少

使用网约车。

不知这位专家有没有想过，那些对网约

车“使用过滥”的乘客，是因为调皮淘气，没事

坐车玩吗？对多少人来说，网约车就是生活

里的刚需。下班晚的、家住得远的、大包小包

提重物的、家里有病人的，有多少人就指着网

约车才能出门？相比地铁、公交，网约车也并

不便宜，怎么就“过低”“过滥”了呢？

平心而论，城市拥堵——或者说任何一

个公共问题，每一个生活在公共空间的人都

是有责任的，正是人们对公共资源的使用，才

导致了公共资源的不足。但人们应该有一个

基本的同理心，不要动辄开口去切割他人的

利益，让他人受损、去解决问题，自己则端坐

讲坛、不食人间烟火。

拥堵之所以难解决，是因为一头是有限

的公共资源，另一头是千家万户的柴米油

盐。如果网约车用户的利益可以随便牺牲，

按这个思路，汽车直接提价 10 倍，人们开不

起车了，拥堵不也解决了？但这样一个不拥

堵的街道又有什么意义？公共问题的解决令

人头疼，但正因为复杂，才更需要精细化的处

理方式和解决之道。别闭着眼就挥一棍子过

去，打碎了芸芸众生家里的锅碗瓢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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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青少年近视要打好“组合拳”
2023 年春季学期刚开学不久，成都市民

张女士趁着一个周末的时间，带着儿子到一

家眼科医院检查视力。结果让张女士难过了

好半天：才上二年级的儿子近视了，一只眼睛

50 度，两只眼睛都出现了散光。不久前，教

育部印发了《2023 年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

年近视重点工作计划》明确提出，要将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

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4月 14日《中国

青年报》）

近视低龄化是一个可感知的现实，究其

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户外运动严重不

足，很多家庭对此并不重视；二是长时间用

眼。虽然“双减”政策持续推进，但“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再加上家长观念尚未完全改变，

孩子的学业负担依然处于较重的状态；三是

过早过长时间接触电子产品。在信息时代，

电子产品对孩子们用眼的伤害，也是完全可

以窥见的事实。这般现实下，如何守护好青

少年的眼睛便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要

解决好这一问题，需要打好“组合拳”。

家 庭 是 防 控 青 少 年 近 视 的 第 一 道 防

线。对家长来说，要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

不要被一些社会上的焦虑情绪所左右。比

如，在很多家长的价值观里，都会认为“上名

校”比“800 度近视”更重要，近视只是小问

题，戴眼镜或做手术就可解决。在这般错误

观念的指引下，近视低龄化的问题并未引起

足够的重视。

学校是防控近视的主战场。一方面，要

抓好“双减”政策的落实落地，真切地减轻孩

子们的学业负担。另一方面，也要推动孩子

们走出教室，尽可能地让孩子们有足够的户

外活动，同时做好必要的防范，如强化科学的

读写姿势、做好眼保健操等。

科学技术助力是积极的尝试。对于近视

防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一项持久

战。从国家层面来说，应加大近视发生机制

和有效防控方法的研究，可以设立近视研究

的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加大对防控方法、器具

和药品的研究和投入，研发出更加有效的近

视防控方法、设备和药品。

近视防范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有鉴

于此，预防青少年近视就应积极打好“组合

拳”，多措并举去解决这一现实问题。

龙敏飞

年轮 王恒／漫画

“你们这样爬上去真的好吗？”近

日一名网友针对上海某网红发布的照

片给出了这样的评论。据了解，包括

该网红在内的两名女子自带梯子爬上

了岗亭，坐在一处保安岗亭顶拍照。

这种做法被不少网友质疑存在严重的

安全隐患。（4月14日《北京青年报》）

坐在一处保安岗亭顶拍照，无疑

极具危险。“拿命拍照”的行为在我们

身边实在不少。位于青海省格尔木

市的 315 国道，有一段公路是非常漂

亮的 U 型，配上当地优美的环境，湛

蓝的天空，经拍照传上网，很快成了

网红公路。每年慕名前来的游客数

不胜数，有些人要去公路正中央摆

拍，结果发生了多起由旅客拍照而引

发的交通事故。

之所以出现“拿命拍照”，一方面

是因为这些人安全意识差，无视自己

和他人的安全。另一方面是为了炫耀

或是为了流量。“拿命拍照”是不敬畏

生命的表现，这是对生命的不负责。

追求美无可厚非，任何对美的追求都

应该在守法合规、珍爱生命的前提下

进行。

对“拿命拍照”要营造“人人喊打”

的氛围。首先，要严格执法。对于“拿

命拍照”要“零容忍”，不能轻易放过，

用法律惩罚来使其“长记性”。其次，

警示和劝阻必不可少。通过宣传教育

对相关人员进行警示，设置防护栏，安

排巡逻人员进行劝阻。让更多的人意

识到“拿命拍照”不可取。再次，必要

时，为了安全，“毁”掉“网红景点。毕

竟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最后，网

红照片、视频的发布平台要加强监管，

对于采取危险行为拍摄的相关视频、

照片，平台不但不能推送，而且还要警

示，并通过公约、处罚等形式，约束不

顾风险一意孤行的人。当然，如果朋

友圈中看到朋友“拿命拍照”，要多相

劝。总而言之，对“拿命拍照”要人人喊

打，要让拍照者从此不敢再尝试，这才

算是达到了目的。 王军荣

把你的孩子养育好，就是在赚钱

养育好你的孩子，就是在实实在在的为这

个家积累财富。为人父母，都想多挣点钱，给孩

子拼一个好未来。可是你给孩子金山银山，也换

不来一个优秀、上进、心怀感恩的孩子。与其费

尽心力地挣钱，把钱花在一事无成的孩子身上，

不如趁现在好好教育他，把他培养成一个可以创

造财富的人。没有非挣不可的票子，只有眨眼长

大的孩子。倾尽所能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就是一

个家庭兴旺不衰的秘诀。 @新华社

有远见的人，都懂得丰富自己

1.丰富见识。见识的多少会影响一个人的格

局。走出自己的方寸之地，丰富自己的见识，是人

生向好的必经之路。你有多大的见识，就有多远

的未来。2.丰盈心态。即使暂时身处逆境，也要学

会给自己一个微笑，努力去寻找光亮。只有心境开

阔、乐观豁达，才能活出想要的人生。3.丰厚品行。

行走于世，人品是一个人最好的通行证。丰厚自己

的品行，就是夯实自己一生的根基。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