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随便便扔扔垃垃圾圾就就该该受受谴谴责责
隔张铁鹰(龙口市)

昨天我在街上走，看到一老
环卫工大声斥责一穿着时髦的
年轻女子。我驻足略听，弄清了
原委：这名年轻女子将废纸屑扔
到环卫工刚刚清扫过的路边，引
得环卫工不满。

环卫工向路人发脾气，似乎不
多见，即使有些人的行为很令人生
气。我就见过一环卫工，眼看着一
男青年随手丢果皮，不声不响，跟
在其身后清扫，直扫得那青年不好

意思再扔为止。所以，看到这名老
环卫工在向不尊重其劳动者发火，
我感到一种快慰，随便乱扔垃圾者
就应该受到谴责。

我觉得，有些人将垃圾扔在
刚刚清扫干净的大街上，应该出
于两种情况，一是没养成文明习
惯，二是故意刁难环卫工。现在
大街上的环卫工，基本都是老年
人，其中有不少是临时工，算是
社会的弱势群体。可以说，若非
生活所迫，有些人是不会去做环
卫工的。对于这样弱势的人，我

们不去帮助，不去同情，还要加
以刁难，施以戾气，实在是给文
明抹黑。

环卫工很不容易，收入低，
劳动量大。大年初一，我串门拜
年，小区里的清洁工，就在清扫
人们放鞭炮留下的碎屑。大年初
八，我看到，许多商家逢“八”求
吉利，燃放鞭炮，大大增加了环
卫工的工作量。所以，我们应当
对环卫工付出的劳动给予感激，
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没有他们

“一人脏换来万人洁”，我们能干

干净净过年？
即如受到老环卫工斥责的

年轻女子一样，有的人穿着非常
入时，行为却非常不文明。对于
这些人，如果是因过去没养成好
习惯而随手乱丢垃圾，那应当立
即改过来，免得让人瞧不起；如
果是出于歧视，故意刁难环卫
工，那就应当立即端正意识。要
知道，当你随手乱丢垃圾时，你
的身上已经打上了不文明的烙
印；当你故意刁难环卫工时，你
已经遭到了众人的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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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支了健康
回应《节后老人扎堆住院》

隔孙淑红

春节就是全家团聚共享天伦
的日子，这个时候最高兴的莫过
于家中的老人了。长年在外的子
女回家过年，让年迈的父母满心
欢喜、精神亢奋。平时按时吃药，
因为高兴忘了吃；平时不喝酒，因
为晚辈敬酒也要喝上几杯；平时
早早就上了床，现在通宵达旦陪
子女唠嗑。为了表达对子女的爱，
他们真是不遗余力，全心投入。想
想我们中年人过个节都感到身心
疲惫，何况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的
老年人？其实，春节回家过年，享
受亲情是第一要义，统筹兼顾也
是基本方法，特别是我们做晚辈
的，要体谅老人的心情，顾及老人
的现状，莫让老人因过度劳累而
影响了身体健康。

做好准备工作

好于后期抱怨
回应《5座新天桥通行 3座老天桥
改造》

隔于民庆

烟台近几年的天桥增多，一
方面考虑到人们过马路的安全，
另一方面缓解了交通的压力。像
上夼西路的过街天桥，没人愿意
从此通过，就意味着天桥没有利
用价值，成了只能看的摆设，这不
也是一种资源和资金的浪费吗？

架一座天桥虽不是什么大工
程，但建了就应该充分地利用起
来。这就要求在建造之前做好充
分的调研工作，估算好天桥的利
用率，让它真正成为利民的成果。

闯红灯免责

体现“善取向”
回应《连闯俩红灯也能免责?》

隔孙维国

为了不耽误邻居儿子的救
治，李先生闯了红灯，依据法律规
定，闯红灯将受到处罚。对此，交
警部门表示，李先生可以拿着邻
居儿子的病例或医院急诊室出具
的证明，到指挥中心消除他的这
两次交通违法记录。

李先生闯红灯是为了救治生
命，对这样善意闯红灯行为，如果
给予处罚，于法虽有据，但于情却
难接受，怎能不让当事者感到委
屈？而免于处罚不仅切合人们向
善的心理诉求，也会消解当事者
内心的憋屈。法律的终极取向就
是让人们向善，而非相反。譬如，
依法处罚闯红灯者，目的是为了
警示后来者，让人们不闯红灯，这
就是法律善的取向。

评报区

我有话说

隔记者 李楠楠

每当此时，就有成千上万
的高三艺术生怀揣着对未来的
憧憬辗转省内省外各个考点，
不是在考试就是在去考试的路
上。但过来人却说，“没有参加
过艺考的艺术生，不是一个合
格的艺术生。”经历了艺考，很
多孩子变得成熟和坚强。(本报2

月21日C13版报道)

艺考一月，很多考生都要

独立或者结伴奔波多个城市多
个考点，报考若干个学校。大部
分考生可能都会经历来到一个
陌生城市的无助与迷惘；在一
个个考场间奔波脚步的焦急与
匆忙；在考场上决定命运的那
一分一秒时的激动与紧张；以
及悲或喜地走出考场同时擦干
泪水走向下一个战场……

半个月辗转4省7市报考11个院
校的李丹丹只是艺考大军的普通
一员，正如她在日志中写到的那

样，“也许是一段流满辛酸泪水的
艰难岁月，也许是一个收获的甜蜜
时节；也许让我们经受了千锤百炼
的打击，也许让我们体会尽了人生
的大悲大喜；我们的梦或许成为现
实，或许成为泡影，但这一切已不
重要，因为我们经历过，因为我们
为梦想拼搏过，我们行使了青春可
以做梦的权利，我们可以为梦付出
我们的一切。当我们努力过，我们
就不会遗憾！”

艺考是一种难得的人生历

练，艺考的结果会带给考生们
一时的酸甜苦辣，艺考的经历
却留给我们难忘的成长笔记。
过程让考生成长更多，成功是
人生一次转折，失败则是人成
长的节点，走向更成熟的阶梯。

走完艺考路回望时，成败
已渐渐模糊，那段难忘的时光
才是属于艺考生特有的共同收
获。可以说，敢于在艺考路上拼
搏的，没有成功者，没有失败
者，只有怀揣着梦想的青春。

艺考路也是成长路

过年送的礼转回来了

漫画：武春虎

@低调的小小劳：过年送礼由于比较多，所以在礼品
上不起眼的地方都做了标记。今天发现有一箱红酒特眼
熟，想看看做的标记在不，结果发现，送出去的礼居然又
回来了！

@回眸往事：这完全符
合否定之否定规律。

@crazy8447：这说明一
个问题，是你的永远是你
的。

@此世无关情爱：正常
啊，我发现今年过年送的礼
中，最平价最频繁的就是娃
哈哈八宝粥的礼盒，到处可
见。

@海天海蓝：其实每一
家都是这样，要是送的都是
自己去买的，家里堆成山
了，钱也花老鼻子了。

@奥奥妈妈：反正来来
回回就这么些东西。尤其这
个银鹭花生奶和娃娃哈八
宝粥，是来回换，到最后还
是那些东西。

@笑微：很正常，人家送
过来的东西，咱也不能喝
了，还得再转个人送出去，
转来转去，自己的东西转回
来的情况也是有的。

@烟台七彩虹：道理很
简单，你送给你舅，你舅送
给你姨，你姨又送给你，不
就又回来了吗？

@达菲：送来送去就那
么多东西，干脆把别人送来
的东西再送出去，省得再买
了。这种做法可以理解。

@sdyt009：只能说你的
朋友亲戚圈太小了。三个两
个人，自然就转回到你手
了。

@小酷酷瓜：留着明年
接着送。

@掌柜的0216：缘分，溜
一圈又回来了，必须喝了。

来源：烟台论坛

不该片面追求高学历

隔棋子

2月21日的《齐鲁晚报·今日烟
台》报道了两则关于学生的新闻，
分别是《1070名考生多是半路出
家》、《一研究生不选研究选销
售》。一边是高中生不惜半路出
家、转战南北以拼命挤上本科高
等教育的独木桥，一边是走出大
学之门的研究生放弃专业改行。

当下中国除了高考、国考，艺
考和研究生考试也应该是最热门
的考试了。热门背后其实反映了
考生、家长和社会用人单位对高
等教育不太全面的认识。

首先，凸显了考生对学历的
片面追求。很多学生及其家长认
为只有获得本科学历才算是真正
大学生，他们的意识中各类的职
业院校是低分学生的选择而不予
考虑。于是，本科学历或研究生学
历，其实变成了就业或深造学习
的“敲门砖”。目前很多学生考研
也将目标定位在参加公务员考试
或选调生考试时能有报名资格。

其次，凸显了部分社会用人
单位对学历的过分看重。很多单
位非常看重应聘者的学历，是他
们规定了“敲门砖”的规格，比如
一些事业单位的招聘，有本科生
就不再考虑专科生，有硕士生就
不考虑本科生，有博士生就不再
考虑硕士生。

这两方面的认识，必然会导
致学生重学历结果而不重知识学
习。同时，这个问题也给咱们高等
院校出了个难题——— 如何避免当
今形势下的无效教育和教育资源
浪费？希望我们的各级教育行政
部门和高校深思。

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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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记者 齐金钊

烟台新建的过街天桥在硬件
条件上达到了颇高的水准，作为
城市立体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
拥有先进过街天桥的意义不言而
喻。不过，在过街天桥达到先进的
同时，城市规划建设者们的理念
也需要先进起来。(本报2月21日
C02、03版报道)

我调查了解到，这次建天桥

没有走依靠财政拨款的老路子，
而是通过招标大胆引进了社会资
金，并通过后期天桥桥体的广告
位使用权来置换这部分资金，这
样政府没花一分钱建起了5座现
代化过街天桥，这种先进的理念
值得赞赏。

其实，除了资金筹措方式上
的创新外，对城市规划建设者们
来说，要管理建设好这座现代化
的城市、用好先进的天桥，其他方

面的开放创新也必不可少，一座
硬件领先、理念落后的城市难以
被定义为先进城市。

以烟台的过街天桥为例，目
前市区的过街天桥绝大多数都达
到当初规划建设的目的，使用率
和效果都很不错，受到了很多市
民的欢迎。但上夼西路天桥随着
城市交通的变迁，如今已经不再
具备最初设立的价值，使用率极
低沦为“鸡肋”。

虽然几年前就曾被定为“危
桥”，但至今仍然横亘路口之上，
成为一座名不符实的老地标。对
于这座老天桥，我从相关部门了
解到，目前仍没有拆除计划。如果
说兴建一座新天桥是方便百姓的
话，那么废除一座不实用的老天
桥也是一项方便百姓的举措，从
城市规划建设讲，这种理念谈不
上新，但却应该是一个拥有先进
理念的城市应具备的觉悟。

天桥先进更需理念先进

新闻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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