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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园林、公安、城管等部门对公园广场甩鞭子、抽陀螺、放高音喇叭跳广场舞等噪声扰民行为依法治理，引市
民热议。我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对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城市中的交通干线道路、城区内河航道等区域的噪
声标准值均作了严格规定，如有违法行为，则适用于《治安管理处罚法》。显然，消灭违法噪声，不仅需要用法律倒逼
行为人自我约束，更应从根本上让人认识到噪声扰民的非道德性。那么，如何做一个有道德且守法的公民，共建清
净文明的空间，今天就来谈一谈。 （相关报道见昨天A2版）

让我们共建清净文明空间

◎橙子

在湛河边、公园里、广场上，请
放下你手中的鞭子。多部门联动治
理噪声扰民的报道，引来一致叫
好。在各种噪声中，甩鞭扰民尤为
大家深恶痛绝。

同事小希说，广场舞声音小点
还能忍，可甩鞭子实在让人忍无可
忍。本人也曾在凌云路湛河桥附近
亲眼目睹：慌忙赶路中，“啪”的一声
巨响吓了我一大跳，循声望去，原来
是一位老者在路边的空地上甩鞭
子，鞭长目测两三米。在接连响起
的刺耳声中，我“落荒而逃”。

据了解，不同于其他一般的噪
声，甩鞭子产生的声音具有突发、高
强度、尖锐的特点。鞭子在强劲甩
动中，因速度过快会产生“音爆”，其
产生的冲击波，在500米外的地方仍
能达到 70 分贝以上。同时，动辄两
三米的鞭子，甩起来占用空间过大，
严重侵占了其他人的活动空间。所
以，在人口密集的广场、游园、小区，
从事这项运动，是以侵犯他人利益
为代价的。同时，也存在着极大的
安全隐患。

眼下，中高考已近。在越来越
燥热的夏天，学生们亟须一个安静
的学习和休息环境，上夜班的年轻
人也需要一个宁静的居所。锻炼身
体没有错，但影响别人就是自私的
行为。文明健身，需要从我做起。
愿我们在拥有了蓝天白云的同时，
我们的社会也越来越和谐，让每一
位居住其中的人都能安居乐业，感
受生活的美好。

放下你的鞭子

◎燃烧

从 5 月 25 日起，我市多部门联动
开展集中整治行动，每天早中晚三次
集中巡查，通过口头宣传、现场劝阻、
约谈组织者等形式，对在市区公园、广
场内甩鞭子、抽陀螺、放高音喇叭跳广
场舞等噪声扰民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治
理，还“静”于民。

看到上述消息，我拍手叫好。
以前，每次从公园广场经过，最害

怕遇上的就是甩鞭子、抽陀螺的人。
他冷不防来上一鞭子，“啪”的一声吓
人一跳。如果从执鞭者附近经过，可
得绕着走，当心挨鞭子！

可能有人会说，甩鞭子、抽陀螺等
行为只是个人爱好，碍着别人啥事
了？还别说，真碍着人事了。

玩啥都得有个限度，这个限度就

是不能打扰、威胁到别人。你甩鞭子
甩高兴了，但是被吓到的人就活该
吗？你鞭子一甩，旁边经过的大人小
孩还敢过吗？公园广场是大家休闲的
地方，不是你一个人任性的场所。

2018 年修订版的《环境噪声污染
防治法》，对各种噪声规定了限值，比
如，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环境噪声
标 准 值 为 昼 间 60 分 贝 、夜 间 50 分
贝。个人如果违反关于社会生活噪
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制造噪声干
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
不改正的，处 2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
罚款。

其实，好玩又不影响别人的项目
多得很，何必非要玩这些被禁止的项
目呢？奉劝那些甩鞭子、抽陀螺的玩
家，咱把这爱好换换，还“静”于大家，
好吗？

扰民的项目不玩也罢

◎雨来

作为一个对噪声比较敏感的
人，我对公众场合人为制造的噪声
忍耐已久。

上周末夜跑，在湛河中央花园
段南堤的密林中，晚上10点，还有一
个大功放音箱在“引吭高歌”。我已
经“北躲南藏”避开了湛河两岸气势
磅礴的健步走队伍，避开了队伍中
高亢的进行曲，没想到在密林中跌
进埋伏圈。

根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穿越城区的内河航道两侧区域环境
噪声标准值为夜间55分贝。通俗地
说，正常的交谈声音介于 40至 60分
贝之间，依此判断，可知广场舞、唱
歌达人、健步走队伍里的音箱制造
的分贝有多少。

每个人都有公平使用公共场
所的权利，但我们在公园、广场、路
边行使锻炼、娱乐等权利的时候，
要用道德法则约束内心的小宇宙，
也不要踩踏法律红线，即，不妨碍
别人，快乐不忘形，以自律尊重他
人。

我们没必要在集体中寻找自
我，集体即正义与法不责众都是一
厢情愿的自私与幻想。健步走队伍
对道路的霸权，音箱制造的噪声对
他人的打扰，即为此类。

这次剑指噪声的联合执法非常
好，既是对文明的引导，也是一次公
共普法。不过，文明不是运动，其本
质就是持之以恒，这需要外在的法
律和内心的道德双重约束自我。而
且，道德的效率更高。

以自律尊重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