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别让手机App
绑架你的生活

“拾金索酬”
尺度与底线在哪里

■世象漫说

徐剑锋： 市民熊先生遗失一
部手机后 ， 联系到拾得人蔡女
士， 熊先生承诺给对方一定酬金
以示感谢， 双方便约好时间地点
归还手机。 这本是一件皆大欢喜
的事情， 不料双方却因酬金的数
额引发纠纷， 直至熊先生报警求
助。 尽管在民警的调解下事情得
到了圆满解决， 但当事双方 “拉
锯式” 讨价还价的过程着实让人
难堪。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拾
金索酬” 的尺度与底线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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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低价餐

■有感而发

蛐蛐苑： 你的手机里装了多
少个App？ 数据显示， 全国平均
每部移动设备上安装了34款应
用， 其中的20款每天都会打开。
无处不在的App， 也让人们产生
了 “被绑架” 的感觉。 手机是工
具， 各种App也是一种工具， 是
工具就应该让它们回归工具的属
性， 也就是享受它们带给我们的
便利和效率， 但不能受到它们的
束缚， 尽力减少它们给我们带来
的负面影响。

■每日观点

□侯坤

提速降费措施应更简明直接

应急车道， 是非紧急情况
不得占用的车道。 尽管全国公
安交管部门严管严查严处占用
应急车道违法行为， 全力保障
“生命通道” 安全畅通， 但我
们仍经常看到在应急车道上随
意停车、 长时间占用等交通违
法现象 。 应急车道为啥总被
占？ 如何减少这类违法行为？
(5月15日 《人民日报》）

众所周知， 对危急病人和
重伤者来说， 畅通的应急车道
就是“生命通道”，因为这关系
到患者的生命安全。 有救护资
料显示， 我国约80%的意外伤
害死亡是由于抢救不及时、出
血过多造成。

同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五十三条
明确规定： 警车、 消防车、 救
护车、 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
务时， 可以使用警报器、 标志
灯具；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不受行驶路线、 行驶方向、 行
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 其他
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 也就是
说， 救护车属于合法的 “特权
车” 之一， 给其让路应是全民
共识， 毕竟谁都有生老病死的
紧急时刻。

然而， 现实生活中， 应急
车道并未受到人们的敬畏， 救
护车也未能完全享受到法律赐
予的 “特权”。 近年来， 因应
急车道遭遇 “肠梗堵” 而耽误
救援的事件屡有发生， 究其原
因， 除了道路问题之外， 亦跟
相关部门执法不严有关系， 执
行力不够， 致使法规成为 “纸
老虎”。

由此可见， 畅通 “生命通
道”， 不仅仅是公民应急意识
问题， 更是一个法律和法律执
行力的问题。 笔者认为， 相关
部门除了要按照现有的法律标
准、 采取 “零容忍” 的有违必
顶格处罚之外， 对因占用应急
车道或不避让救护车而使患者
得不到及时医治而死亡的案
件， 是不是还应当进一步提高
其违法成本， 甚至追究涉事司
机的刑事责任。 □祝建波

提速降费实行一年来，
三大运营商的努力付出应
当得到肯定 ， 但是 ， 若想
用户更清晰直接地感知提
速降费的福利 ， 运营商应
进一步简明提速降费措施，
不要设立过于复杂的规则
条款 ， 更不要对用户玩起
文字游戏。

“活着真好！” 这是刚经历了
一起交通事故的记者同行跟我说
的第一句话。 13日下午， 记者采
访宁波首批文明礼让样板斑马线
的情况。 根据记者现场观察， 严
管措施的效果很明显。 但就在采
访结束后， 一位同行记者在回单
位路上的一条斑马线上被一辆没
有减速让行的轿车撞飞。 （5月
14日 《现代金报》）

众所周知， 城市道路设置斑
马线， 是为了司机驾驶机动车时
自动减速缓行或停下， 让行人安
全通过。 然而， 现实情况却是，

一些司机无视斑马线的存在， 飙
车擅闯斑马线已成积弊， 给交通
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特别是， 一
名记者采访 “文明礼让” 时， 在
斑马线上被一辆私家车撞飞， 表
明这类交通违法行为较为普遍，
“礼让斑马线” 仍然任重道远。

事实上， 将路权优先让给行
人 ， 是城市交通发展的题中之
义。 在马路上， 作为血肉之躯的
行人， 相比于钢铁构成的机动车
是弱势群体， 一旦发生事故， 行
人的生命将会受到直接的威胁。
然而， 对于 “礼让斑马线” 这道

生命命题， 说起来容易， 真正做
起来却很难。 相反， 机动车优先
通行， 似乎已成为坊间流行的一
种 “交通规则”。 以至于， 司机
闯斑马线、 闯红灯等违法现象时
有发生， 埋下了很多事故隐患。

礼让斑马线， 应成公共安全
常态。 要想司机安全行车、 文明
行车， 关键在于交管部门的教育
和管理。 同时， 礼让斑马线， 还
应该成为所有机动车司机的 “必
修课”， 对于擅闯斑马线等违章
行车者， 进行重处。

□汪昌莲

不要盲目购买“聪明药” 畅通“生命通道”
还须严格执法

去年5月15日三大运营商公
布了提速降费方案， 至今已满一
年。 执行情况如何呢 ？ 三大运
营商均表示 ， 超额完成预定目
标。 不过记者了解到， 很多用户
对提速降费感知并不明显， 有专
家分析指出， 虽然流量单价下降

了 ， 但是用户流量使用量上去
了， 所以感知不明显。 （5月15
日中新网）

关于提速降费的效果， 一方
面三大运营商宣称超额完成目
标， 另一方面用户普遍感知不明
显， 双方对此形成了较大的认识
错位。 平心而论， 三大运营商公
布提速降费方案一年期间， 均做
出了相应改革调整， 然而为何用
户却大多并不买账呢 ？ 笔者以
为 ， 原 因 之 一 是 ， 提 速 降 费
尚未彻底完成 ， 仍需继续推进
落实； 二是， 三大运营商的提速
降费措施不够简明， 使用户无法
清晰直接地感受到提速降费带来
的好处。

比如， 有些运营商虽然推出
了一系列提速降费措施， 但关于

如何具体提速、 降费幅度又有多
大等疑问， 这些提速降费措施并
没有给出简单直接的答复， 而是
通过繁复拗口的规则对 用 户 享
受 提 速 降 费 进 行 种 种 约 束 限
制 。 这 样 的 提 速 降 费 ， 尽 管
运 营 商 真 的 割 舍 了 一 部 分 利
益 ， 但 落 实 到 每 一 个 用 户 头
上 ， 降费幅度可能仍然不够 ，
再加上复杂规则使用户不愿意
去对降费进行精准计算， 更直接
导致用户对提速降费感知不明
显 。 更何况 ， 即便经过精准计
算， 运营商的降费幅度距离用户
的期望值可能仍有距离， 提速降
费还要继续努力。

当然 ， 提速降费实行一年
来， 三大运营商的努力付出应当
得到肯定， 但是， 若想用户更清

晰直接地感知提速降费的福利，
运营商应进一步简明提速降费措
施， 不要设立过于复杂的规则条
款 ， 更不要对用户玩起文字游
戏 。 假设运营商设立一个百分
比， 规定对用户普遍降费百分之
几， 如此清晰明确地对用户进行
资费调整， 用户自然对降费感
知 明 确 。 而 如 果 运 营 商 规 定
旗 下 某 些 品 牌 用 户 在 某 些 时
段 使 用 某 些 服 务 可 以 降 费 ，
但 是 这 样 的 规 则 足 以 让 大 部
分 用 户 感 到 头 疼 ， 又 如 何 能
够 让 运 营 商 的 降 费 优 惠 被 清
晰 感 知 呢 ？ 所 以 ， 对 于 提 速
降 费 效 果 截 然 不 同 的 看 法 ，
可能既不是运营商夸大其词，
也不是用户要求过高， 而是运营
商未能将提速降费的实际利好，

向用户足够清晰地进行表达阐
述———繁复的规则横亘在运营商
与用户之间， 阻碍了双方的沟通
与相互理解。

提速降费的初衷便是要使广
大用户对电信服务更加满意， 而
如果用户对此无感， 那么， 即便
提速降费确有一些成效， 也绝对
称不上成功。 因此， 运营商提速
降费不能闭门造车 ， 理 应 听 取
更 多 用 户 意 见 ， 追 求 更 多 用
户 的 满 意 。 对 此 ， 提 速 降 费
措 施 的 简 明 扼 要 十 分 关 键 ，
运 营 商 推 出 提 速 降 费 措 施 应
去 繁 就 简 ， 清 晰 准 确 的 降 费
措施将有利于提升用户对提速
降费的满意度， 复杂规则和文字
游戏只会让提速降费工作的之前
努力付之东流。

“吃不起， 一个盒饭三四十； 喝不起， 买瓶水要5
块起!” 铁路餐饮的价格一直是不少乘客吐槽的对象。
5月15日起， 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铁路
总公司也将首次推出 “中国铁路餐饮” 系列产品， 15
元以下快餐成为可能。 （5月15日 《第一财经日报》）

□赵顺清

近日， 在微信朋友圈中， 多
篇文章宣称， 韩国首尔江南区一
带出现一种 “聪明药 ” ， 可以
“提升认知力和注意力”， 是 “智
力药丸”。 记者调查发现， 国内也有
不少家长通过多种途径寻找、 购买
这类 “聪明药 ”， 给孩子服用 ，
以期提高孩子学习成绩。 （5月
15日 《北京青年报》）

所谓的 “聪明药” 不过是无
良商家借助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
凤渴求， 用以促销渔利的噱头。
奸商身上不可能流淌道德的血
液， 学生尤其是家长们可不能被
唯利是图的奸商牵着鼻子走。

迷信 “聪明药” 不如培养思

辩精神 。 假如世上真有 “聪明
药”， 再假如 “聪明药” 确有立
竿见影功效， 那么孩子们吃了是
否都能上北大清华？ 答案显然是
否定的。

迷信 “聪明药” 不如调适心
态。 现代教育思想认为， 学习成
绩或者说分数并不是判断孩子是
否聪明的唯一依据， 更不是客观
抑或公正的依据。 孩子的禀赋个
性千差万别决定每一个孩子的聪
明表现点各有不同， 有的孩子兴
趣在读书学习上， 而有的孩子在
其他方面。 低分的孩子不见得不
聪明， 学习成绩不突出并不代表
其他方面都落后； 学习成绩好的

孩子中， 也有许多 “书呆子” 类
型， “书呆子” 在其他方面反映
多会表现迟钝麻木。 无论学生成
绩 “好坏”， 每一个孩子都是父
母的宝贝 、 都是社会的有用之

材， 秉持这样理念才是教育和社
会的正常状态。 让孩子吃 “聪明
药”， 归根到底还是 “分数成绩
膜拜” 心理作祟。 □涂启智

“礼让斑马线”仍然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