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 今日时评
2019.1.18 星期五 编辑 张骞 校对 闫增旗 E-mail：wbpl@pdsxw.com

□雨来

列车乘务人员为啥拿“霸
座者”没办法，现在终于知道原
因了。

1 月 16 日，一段铁路“领
导”霸占列车工作人员专用席
位的视频风靡网络。视频中，
一名身穿褐色夹克的中年男子
坐在司乘专用席位上岿然不
动，身边还有个深色上衣男子
在辩解，据称同行的还有位女
性。一旁的列车司机被他们占
了座，虽据理力争却愣是拿他
们没办法。所以，你明白那些

“霸座乘客”为啥理直气壮了
吧？原来是铁路部门自有“霸
座”传统，而且是“领导”带头！

群众这下有瓜吃了，看铁
路部门如何把“家事”秉公处
理 ，给 公 众 做 个 标 准 化 的
model。昨天中午 12 时 02 分，

“@西南铁路”的通报出来了：
视频中所谓的三位铁路“领
导”，其中两名男性为公司收入
稽查人员、一名女性为公司所
属基层单位收入组织人员；发
生争执的两个座位为列车工作
人员共用席位；对在列车上争
吵的铁路工作人员已批评教
育，责令检查。

然而，细心的网友发现，这
个通报很快被删除，其间略微
修改之后，于13时21分重新发
布，但旋即又删，并于 13 时 26
分发布最终文本。两相比较，

网友发现，前述中的“领导”没
有了，变成了“工作人员”；“视
频中发生争执的两个座位为列
车工作人员公用席位”，变成了

“根据列车长安排，拟在铁路工
作人员专属公用座位乘座，因
沟通不到位发生争吵”。

值得注意的是，两份通报
中有一个词语发生了微妙变
化：前面是“列车”，后面是“铁
路”。这一改，不要紧，等于把
C6607 次乘务人员的专属座
位，变成了西南铁路所有工作
人员的公用座位。如果是这
样，先占先得，岂有“霸座”之
理？况且，前者是“争执”，后者
是“安排”，只是“沟通不到位”，
如果有错，也是列车长的错：安

排了座位，但没有提前沟通好
嘛！众目睽睽之下，第三份通
报就对先前的事实完成了颠
覆。你看，一个公共事件，就这
样变成了铁路的“家事”。一场
干戈化为乌有，公众翘首以盼
的model，摔成一地的碎瓜。

然而，通报几经变化暴露
的 bug，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欲
盖弥彰，前后事实的大相径
庭，本身就制造了一个新事
件。“@西南铁路”最好把这种
变化说清楚、讲明白，让公众
心服口服。

另外，这件事还暴露了一
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公共资源
该不该成为某些部门特有的福
利！难道三桶油的职工随意加

油不要钱？航空公司员工飞机
随便坐？

这仨人即使是公务出行，
路费最好交由财务部门报销，
丁是丁卯是卯，这比糊涂账更
科学、更节约。

众所周知，列车工作人员
的工作和休息时间很难固定，
生物钟常常紊乱，凑个空就得
休息下。因此，哪怕“列车专属
座位”就是“铁路共用座位”，也
应该礼让值班工作人员，何况
是担当最重要工作的列车司
机？作为铁路自家人，更应理
解司机的辛苦。如果列车上只
有一个重要乘客，除了司机还
有谁？

（相关报道见今天A10版）

列车上如果只有一个重要乘客，那就是司机

□胡欣红

1 月 15 日，网曝湖南省郴州市
二中高569班家委会家长用班费违
规宴请6名教师，并赠送红包，网传
截图显示，该班班费总收入 9000
元，而此番宴请花费 6471 元，包括
餐费、红酒、酸奶和一条烟共 1956
元，红包 3600 元，请老师足浴 915
元。引发网友热议。

截图曝光后，校方坚决否认，说
是一名家长在孩子的教育上与老师
产生分歧，因此在网上发布了不实
信 息 。 很 快 ，这 一 说 法 就 被“ 打
脸”。经郴州市苏仙区教育局调查，
该校6名教师违规接受宴请并收受
红包情况属实，目前均已受到相关
问责处理。

从否认到确认属实，这事不仅

有损师道尊严，也反映了学校在对
教师管理上的失职失责，甚至不惜
掩耳盗铃进行包庇的行为。这样的

“造谣式辟谣”，非但会损害自身形
象，更与教书育人的角色担当相悖。

一桩小事，之所以引发舆情，因
为它触动了公众心中的敏感神经。
在普遍重视孩子教育的当下，几乎
所有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得到老
师的额外关照，并由此衍生出种种

“谢师宴”“谢师礼”。
面对家长的强烈“刚需”，教师

即便有心拒绝，往往也盛情难却。
因此，尽管各地三令五申要求纯洁
师生关系，禁止在职教师参加“谢师
宴”“升学宴”和收受学生及家长赠
送的礼品礼金，其实很难杜绝。

但是，原则问题，不能有任何含
糊，面对少数“不死心”的家长，学校和

老师应该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这样
的“绝情”，家长绝不会认作“不近人
情”，相反还会发自内心地生出崇敬。

反之，“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就难以保持公平
公正。一旦偏心，就会被孩子和家
长察觉，有损形象和声誉。如果家
长觉得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或
者因其他事情产生分歧，极易被检
举曝光，那更是悔之晚矣。

另外，从学校急于否认的表态
中，我们也能感觉到，学校并没有对
这类不正之风足够重视。这种“选
择性视障”，也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用
班费吃喝足浴现象的发生。

家校之间、师生之间，最珍贵的
是信任，而不是世俗的应酬与“好
处”。把握好家校交往人情边界，家
长、教师、学校都该把握好分寸。

教师接受家长宴请足浴，
护短的学校咋育人？

点赞：利己利人

@王者竞彩：安全第一，
罚款救命。

@全是帅哥：为 他 人 负
责，也要为自己负责。

@安广禄：罚款是为了提
醒过马路的人抬起头来，遵守
交规、注意安全，快速过马路。

@虎纠小依拔：支持，罚
10块钱总比丢一条命好。

直言：罚10元太少

@菩提树下的小逗逼：初
犯10元，再被捉往上涨。

@37 度 ice：10 元还不够
一顿快餐一包烟。建议50元、
100 元或更多。心痛了才会长
记性。

@吉林高速公安伊通分
局：对比违法可能造成的危害
后果，这 10 元很轻；但从执法
意义上看，这10元的“首单”很
有重量。

@山里有座喵：建议和信
用捆绑，人脸识别，自动扣蚂蚁
花呗。

追问：还有啥行为应该罚？

@飞天红猪侠：骑车戴耳
机听音乐的也得罚。他们感觉
不到身后的危险。

@招财猫家的仓鼠：行人
过马路闯红灯也应该罚款。

@Theone 安：远 光 狗 什

么时候治治？

反对：既有法规已足够

@快乐的娃娃体：其实出
了事故只需公正判决就可以，
不要只认弱者。

@人可青争青争：出事秉
公办理，谁的责任谁负就完了。

@Lord_Lin_：斑马线干吗
用？

支持：旨在减少意外伤害

@JC哥呀：斑马线提醒车
让人没错，但走斑马线让你抬
头看着路是为了能及时躲开某
些失控的、酒驾的以及转弯死
角没注意到行人的车。这个规
定旨在尽量减少行人受到这种
伤害的概率。

@格里莫广场12号家属：
虽说这种事得靠自觉，但刚开
始既然管不住自己，就得让别
人管。

疑问：是否服从上位法

@gg19818：我觉得没啥
大用处，基层民警执法难，不被
理解。

@似梦不得醒：法律小白
想知道这个情况是否服从上位
法。

@MS-06S_ZakuII：只要
没有上级部门判他违反上位
法，它就是法。

（以上评论来自新浪微博）

过马路看手机，
罚款服不服？

“

@微言博议

列车工作人
员的工作和休息
时间很难固定，
生 物 钟 常 常 紊
乱，得个空隙就
得休息下。作为
铁路自家人，更
应理解司机的辛
苦。如果列车上
只有一个重要乘
客，除了司机还
有谁？

近日，温州交警对横穿马路时低头看手机的一名女士开具了
10元的罚单。这是《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自2019年1月1日
实施后，温州交警对在斑马线上的“低头族”开具的首张罚单。温
州交警对此表示，过马路不看车很危险，走路慢慢吞吞妨碍交通，
罚是为了引起重视。给“低头族”开罚单，您是否支持？

众 所 周 知 ，礼 让 斑 马 线
线。然而，不少行人特别是年
轻人，却一边玩手机一边慢吞
吞地过斑马线。真让人们捏了
一把冷汗。

这 个 罚 款 金 额 不 大 ，10
元。并且在开具罚单之后，由
志愿者扮演的“慢羊羊”，现场
给低头族赠送一只“慢羊羊”玩

偶，以示教育。因此，该立法及
执法旨在警示教育，并且手法
颇有温度，值得肯定。

这张“低头族”交通罚单具
有导向意义，也算一种安全提
醒。加大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惩
处力度，才能提高个体的自律
行为，文明才能由外而内。

（斯涵涵）

处罚过马路看手机也是安全提醒

▶点评

家校之间、师生之间，最珍贵的是信任，而不是世俗的应酬与“好处”。把握好家校交往人情
边界，家长、教师、学校都该把握好分寸。

深圳文锦渡海关2018年底在一辆入境货车中查获25吨走私冻鸡爪，这是该海关2018年查获的第11宗
冻品走私案件。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仅2018年前5个月，海关立案侦办冻品走私案件104起，共查证走私冻
品2.3万吨。

海关工作人员介绍，走私团伙往往从境外以低价采购货品，在边境以“蚂蚁搬家”的违法手段运货进境
后发往全国各地。记者调查发现，走私冻肉入境后，通过线上线下联动进入市场，走上消费者餐桌。

新华社发

“蚂蚁搬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