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8 日下午，一位母亲

陪女儿到一家美容院应聘。 母

亲代答了本应由女儿回答的面

试问题， 这不仅没有对女儿起

到帮助， 反而让其失去了工作

的机会。（详见本报 5 月 20 日

2 版《女儿应聘工作 家长代

答问题》）

母亲替女儿回答面试问题

是母亲爱孩子的表现， 但这种

爱的方式已经超出了应有的限

度，成了溺爱。父母溺爱孩子在

当今社会中普遍存在。 20多岁

的人仍要父母为其洗衣， 在外

地上学需要父母陪读等现象屡

见不鲜。现在，又出现了母亲代

女儿回答面试问题的现象。

父母总想让子女永远处于

自己的保护之中， 舍不得让他

们受一点委屈， 但是子女终究

要长大，要自立，父母不能照顾

他们一辈子。 过度溺爱只会增

加孩子的依赖性， 使其难以承

受挫折。 父母应该放手让孩子

走自己的路， 让他们在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提高学习和生活的

能力，在挫折中学会坚强，最终

独立起来。 如果报道中的母亲

能放手让女儿自己回答面试问

题，即使没有通过面试，女孩也

会从中获取宝贵的教训， 为下

一次成功积累经验。

父母能给予子女的最大财

富并不是优越的物质条件，而

是学习和生活的能力。 子女有

了学习的能力， 才能够在最快

的时间内适应新环境， 才能很

好地在社会中立足。

父母们，请放手，让孩子们

试试自己的翅膀。

5 月 17 日， 成都 120

和 110 接到一男子电话，对

方称怀疑自己感染了甲型

H1N1流感病毒。 120 出动

一辆救护车，6 名医护人

员；110 出动 3 辆警车和 6

名民警。医护人员为该男子

检查， 却未发现任何症状。

原来他没钱住旅馆，想以生

病为由骗取医院一夜的住

宿。（5月 19日《新快报》）

各界对甲型 H1N1 流

感如临大敌，得了这种病的

人虽被隔离， 却是好吃好

睡，光这一点，已让无家可

归的人羡慕万分。新闻中的

男子也想开开洋荤，无奈此

病目前尚属稀罕， 无从得

起，结果也未能如愿。 该男

子的所为固然荒唐，但想来

也叫人心里不是滋味。

无题
□小强

本报 5 月 19 日 3 版的《景

观桥成了“晾衣架”》一文报道

了一些市民将淇河景观桥当

“晾衣架”的不文明行为。

淇河公园是公共场所，所

谓公共场所就是大家共同使用

的地方， 它不是任何人的私有

财产， 因此任何人也都无权为

满足自己的私人利益而影响其

他人使用。 在公共场所晾晒私

人衣物， 不仅影响其他游客的

正常游览，也有碍市容。某些人

的私人利益得到了满足， 但他

人对公共场所的使用权利却受

到了侵犯。

公众文明程度是衡量一个

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

一。 而尊重他人使用公共场所

的利益和维护市容则是市民应

具备的基本素质。 但是很多人

在面对诸如在公共场所晾晒衣

物等不文明现象时， 首先想到

的往往是指责别人， 但当自身

利益与公共利益相抵触时，往

往又不自觉地把“私” 放在了

“公”的前面。 而相关法律和监

管上的缺失也在某种程度上导

致了不文明现象继续存在。

整个城市文明程度的提高

以及市容的维护与我们每个人

息息相关， 我们不应以一种置

身事外的态度来对待。 在出现

不文明现象时， 我们在指责别

人的同时， 应该更多地想想自

己是否也有责任。维护市容，更

需要你我自觉。

泥头车不仅经过路口时

开得飞快， 还经常大声鸣笛、

闯红灯； 车走一路泥土撒一

路，所到之处尘土飞扬。此外，

多数泥头车没有通行证和车

牌， 也不会避开上下班时间。

其出现给行人造成了很大的

安全隐患。（详见 5 月 13 日 3

版《泥头车市区撒野》）

何为泥头车？ 笔者查阅资

料后得知， 泥头车就是自卸

车，多用于运输建筑工地的沙

石、泥土等建筑材料，由于车

身上下常沾满泥， 又被称为

“泥头车”。

近年来，我市城市建设大

规模进行，数量庞大的泥头车

在为城市建设提供了服务的

同时，一些泥头车司机肆无忌

惮的违章行为也给城市道路

安全造成了威胁。 由于泥头车

牌照常被泥土遮盖，泥头车司

机在闯红灯时， 便无所畏惧。

不少泥头车司机常在市内大

声鸣笛，未办理通行证还无视

上下班时间不得上路的规定，

违章驾驶更是家常便饭。

对于泥头车违章驾驶的

行为，有关管理部门应该及时

整顿，还市民一个安全有序的

道路交通环境。 而具体要解决

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泥头车规

范行驶、安全出入以及如何从

根本上解决泥头车的违章驾

驶行为。

笔者认为可定期公开经

核准的正规泥头车公司的名

单，引导有关建设单位租用经

核准的正规泥头车。 同时有关

部门应尽快出台《泥头车违法

倒查制度》， 尽快实现对运输

车辆的统一管理检验和对驾

驶人员的统一培训。 在工程发

包时即确定承运的泥头车和

驾驶人，强化建筑工地和泥头

车运营人的管理责任，建立有

效的责任倒查制度。 对泥头车

进行监管和责任追踪，一旦发

现“超载、超速、超时”等违规

行为即追究泥头车公司、司机

和装载方的责任， 一并处罚。

笔者相信， 只要管理不缺位、

监管不松懈，就一定能刹住泥

头车撒野的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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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5 月 14 日刊登了

《转发信息可增加话费？》 一

文， 文中报道了“转发 10

条某类短信可获取话费” 的

骗局。

几乎没有哪个手机用户

能免受垃圾短信的骚扰，垃

圾短信似乎已成为难以根治

的“牛皮癣”。 尽管不断有人

呼吁有关运营商整治垃圾短

信，但诸如报道中的“赠”话

费短信仍不断出现。 而在众

多的手机用户中， 总有一部

分人会试一试， 这也在某种

程度上导致了这类短信屡禁

不止。

垃圾短信最初编发者的

做法固然应该受到谴责，但

明知有猫儿腻却仍抱着侥幸

心理将其转发给自己的亲朋

好友的人， 也在某种程度上

做了垃圾短信传播的帮凶。

“流言止于智者。 ”要想

真正杜绝垃圾短信， 免受其

害， 就应在收到此类短信时

理智地不再转发， 并向有关

部门举报。 让垃圾短信止于

自己。

卷款夜逃
上虞人阮某中了 500 万元大奖，不堪借款骚扰，只好举家

外出。 漫画：春鸣

让垃圾短信止于自己
□李潇潇

维护市容更需你我自觉
□秦颖

别让泥头车继续撒野
□白瑞

因噎废食才是真正的无奈
□李可

5月 19日， 市民王玉瑛

向记者反映， 新区楝花巷扔

着一个钱包， 很多人围观但

却没有人捡。（详见本报 5月

20日 2版《街头钱包，无人敢

捡》）

老人摔倒无人敢扶刚刚

发生过， 街头钱包无人敢捡

的新闻又见诸报端。 这不禁

让人惊诧： 这个社会到底是

怎么了？

先是“彭宇案”，用深刻

的教训给孩子们上了一课：

“碰见摔倒的老人不要去扶，

他会诬赖是你把他撞倒的。 ”

现在，他们又面对着“街头钱

包，不要去捡”教育。“我在马

路边捡到一分钱， 把它交给

警察叔叔手里边”。 老歌的做

法现在或许只会被人讥笑。

面对大街上的钱包， 人人都

“避之唯恐不及”了。

“不敢捡”源自对骗子的

恐惧心理， 这一方面反映老

百姓的防范意识提高了，是

好事； 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

人与人之间诚信的缺失。 当

今社会，“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 已成为多数人的人生信

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

被不少人奉为圭臬。 如此发

展下去，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何在？ 整个社会的诚信何在？

试想一下，我们的下一代，下

下一代， 如果处在这样的教

育环境中， 又会形成怎样的

价值观？

“钱包无人敢捡”折射出

的是人们畸形的价值观，但

它毕竟是个案， 不是整个社

会的主流， 我们不必因噎废

食。 如果因此便丢失了人与

人之间的信任， 才是这个社

会最大的无奈。

请让孩子试试自己的翅膀
□李玲

“限塑令”实施已经近一

年， 但目前我市的限塑情况

却并不乐观， 超市中大量顾

客依然使用塑料袋， 农贸市

场塑料袋依然处于白送状

态。（见本报 5 月 14 日 3 版

《部分市民仍我行我“塑”》）

众所周知， 塑料袋对环

境的污染是严重的。 为了减

少对环境有害的塑料袋的使

用范围和数量，2008 年 6 月

1 日， 国务院颁布了“限塑

令”，希望通过强制有偿使用

引起人们对环保的重视。

随着“限塑令”的实施，

出门自带购物袋开始成为一

些市民的习惯， 可依然有不

少经营者和消费者我行我

“塑”。 不少商家为了经营对

消费者免费提供塑料袋，而

多数消费者对这些免费提供

的塑料袋也不加拒绝， 这让

“限塑令”在实施的过程中打

了折扣。

有需求才会有市场。 塑

料袋之所以限而不止， 和人

们的需求是分不开的。 环保

袋要提前准备、随身携带，终

究没有塑料袋方便。 而要想

取得较好的限塑效果， 笔者

认为首先要从生产厂家入

手。 如果生产者不再生产塑

料袋， 而改为生产可降解袋

子或是其他替代产品， 限塑

的效果可能会好很多。 另外，

商家和消费者也要提高环保

意识，继续从使用环节限塑。

此外， 有关部门也要加大宣

传执法力度， 让环保意识深

入人心，保证政策落到实处。

我行我“ 塑”何时休

漫画：春鸣

□张凯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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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病灶、情绪等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