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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行车安全，道路其实并不远

节后第一天上班，感觉怎样？

头条评论

我来抛砖

@渔夫乐：欢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转眼间长假就
这样结束了。烟台的小伙伴们，第一天上班、上学，感
觉怎么样？

漫漫画画：：贺贺妍妍妍妍

毛旭松

1 0月8日中午，鲁东大学校
内，一辆丰田轿车为躲避出租车
时，撞上3名女研究生，事故造成
一人轻伤，另两名女生被撞到楼
底夹道，一人脑出血，一人左小腿
骨折，已送往医院就医。据悉，两
辆车在学生放学就餐时间车速太
快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类似事故已经不是第一次在
鲁东大学的校园内发生，2012年7

月11日，一名本田轿车司机误把
空地当成马路，导致车辆失控，造
成一名女生身亡。

按说，校园是一方净土，应该
是社会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然
而，频发的事故显示，学生的安全
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保障。去年7月
的校园惨剧发生之后，校方增设
了一些安全隔离设施。但时隔一
年，事故教训言犹在耳，仍未能阻
挡住几乎同样的悲剧再度发生。

据了解，早在去年事故发生
之前，鲁东大学校报曾经讨论过
关于校园行车的问题，“校园中一
些来往的车辆速度总是较快，平
时见到就需要躲得远远的。我们

觉得，学校应该建立起一套完善
的校园行车制度，尽量避免悲剧
的发生。”学生的担心不久便一语
成谶。

现在的大学校园越建越豪华
气派，却往往忽略了校园安全方
面，要知道，学校的安全可比豪华
气派重要百倍。放眼各大高校，车
辆随便进出校园，几乎很少见门
卫对车辆进行盘查。车辆进入校
园后超速行驶，也不见有人制止。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校园安全
存在着不小隐患。

对于高校来说，全面禁止机
动车进入校园并不现实，但又无
法监管进入校园的车辆能够限

速运行。那么如何来杜绝车辆伤
人的事故发生呢？首先，外来车
辆进入校园伊始，门卫就应该提
前告知司机限速行驶；其次，校
方应当在校园内多设置一些限
速标志，也可以在食堂、教学楼
这些人流密集的地方多设置减
速带，派专门人员加大巡逻力
度，以提醒车辆在校园内行车时
注意控制车速，并尽量在上下课
高峰期为学生疏道；再次，要加
大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学生的安
全意识、自我防范能力和自救能
力。

对于进入校园的司机来说，
要绷紧安全行驶的神经，不能因

为校园内没有交警监管，就放松
了警惕。校园道路不同于城市街
道，来往学生较多，需要格外注
意。进入校园的所有车辆司机要
增强校园行车安全意识，遵守有
关的交通法规，遵守学校规章制
度，服从门卫的指挥和检查。

一场交通事故，让伤者忍受
疼痛的折磨，让家属承担揪心的
忧虑，也让学校的名声随之扫地，
更刺痛了社会的神经。请相关部
门各司其职，各履其职，共同负起
责任校园安全的责任，给学生们
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这不仅是
家长和学生的期盼，更是我们整
个社会的期盼。

@ im n o t卢瑟：他们七
天长假后的第一天上班，
想想自己已经上了五天班
了，时常觉得自己何德何
能才能享受到他们那么好
的待遇。但你会发现人是
不满足的，放多少天都不
会满足，只有心里知足才
能常乐。

@狼慈：上班多好呀，
放假去哪看看都上火，建
议取消长假。

@sxj1688：上班好，长假
在家窝着难过，出门旅游上

火，朋友一起喝酒老婆不高
兴，陪老婆逛街脚又疼。

@ s n o w 雪：节后第一
天班，好困好累好乏。

@ 义 樱 凡 ：假 期 结束
了，昨天 1 1 点半才到另一
座城市，第一不想离开家
乡，第二舍不得爹妈。

@带着兔子去远行：节
后的第一天班，丝毫没有
动力地工作着。

@晓敏 o n t h e w a y：第
一天班下来，正能量满满。

@再次出发只为自己

的坏人：节后第一天上班，
全身酸痛。我估计不是前
几天爬山累的，应该是昨
天从早到晚赶车、拎行李
的结果。

@王玉 _ g r a c e：我还以
为我会多不适应，节后第
一天上班，结果还好。就是
做事节奏偏慢，毕竟可以
理解，脑袋还没缓过神来。

@笑观风云：七天不上
班，心里真难受。世事皆无
聊，唯有上班好。

来源：17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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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笑怒骂

名嘴说事

新闻：崩山毁林，是为了建财
神庙，且山脚下建一座，半山腰也
建一座，两座财神庙各有其主，当
地官员称是“信仰自由”。如此怪事
发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著名
旅游景点帽儿山。更令人吃惊的
是，两座财神庙均没有通过任何审
批手续。(法制日报)

点评：背后的真财神就不言而
喻了。

新闻：1989年，丹江口市民盛
忠奎夫妻二人就满心欢喜办了这
样一份业务，他们拿出2000元积蓄
存入当地某国有银行办理两张存
单，上面写明24年到期后本息共22

万元。今年，存单终于到期了。可当
盛忠奎夫妇去银行取钱时，却被告
知存单已失效。22万元成了黄粱一
梦。(新华网)

点评：如果是欠了银行的钱，
估计会一直有效。

新闻：适逢国庆节，央视街头
出击采访关于民众对“爱国”的相
关看法。这次，央视街采爱国神回
复再度引发网友热议。记者采访一
名大学生称：“提到爱国能想起哪
句歌词或名言？”男生：“这问题问
我不太合适……”记者：“说到爱国
者，您会想起谁？”男生：“导弹吧！”
(央视)

点评：我看你是来“捣蛋”的。

新闻：业内人士测算，如果你
现在40岁，希望自60岁起安享30年
退休生活，每月消费水平为3000

元，假定年通胀率为3%，意味着20

年后，每月5418元才能相当于现在
3000元的购买力，需要准备309 . 3万
元。(新京报)

点评：老了可以，但千万别生
病。

刘晓静(莱阳市)

“十一”小长假之前，“放
假去哪旅游”成了同事、朋友
间聊天的热门话题，旅行社铺
天盖地的广告也好像在催促
你，快给自己的小长假找个旅
游的地方，不然既对不起这美
好的假期，也对不起辛苦工作
的自己。

以前我的确也是这么想
的。还记得去年国庆假期和朋
友去爬泰山，那场面真是相当
壮观！往上爬的时候，一抬头
全是人屁股，往下走的时候，
一低头全是黑压压的脑袋。回
到家里满身酸疼，一个星期才
缓过来，翻看照片时发现，原
本的单人照几乎都不可避免
地成了集体照。那个假期的感
受就是一个字——— 累！

今年的假期，因为工作的

关系不能离开本市，这就彻底
打消了我原本蠢蠢欲动想要
旅游的心。假期第一天，我醒
得很早，看看窗外阳光灿烂，
想起自己放下很久的晨跑，于
是穿上运动服来到附近的公
园。公园早晨的空气很清新，
阳光洒在身上很柔和，感觉惬
意极了。

以前上班也没起这么早，
总给自己的赖床找各种理由，
上班的路上匆匆忙忙，哪顾得
上欣赏这早晨的风景？公园里
的人还真不少，有打太极拳
的、有跳舞的、有打羽毛球的、
还有坐在秋千上悠闲荡着的。
看着这一切，我的心也变得宁
静，每个擦肩而过的人脸上都
带着微笑，虽然我并不知道他
们是谁，但有一点我们是共通
的——— 都是热爱生命的人。一
个早晨就这样被自己“浪费”

掉了，可是一整天身上都很舒
坦，心情也很好。

假期的这几天，我做了许
多这样看似“浪费”时间的事
情，心血来潮做一顿精美的西
餐、和朋友坐在那里聊聊天、
到书店看看书、陪母亲说笑着
一起准备一顿午饭……这些
活动都是我一直想做的，但总
给自己找借口拖着，这个原本
会很热闹的假期被我用这些
悠闲的活动代替了。我没觉得
无聊，反而获得了一种内心的
充实和幸福感。

原来，小长假可以出去旅
游，虽然可能会身体劳累，但
可以获得一种别样的体验；你
也可以哪里都不去，放慢生活
节奏，享受一下慢生活，养成
一种健康的习惯，增进一下和
家人、朋友的感情，也是一种
不错的选择。

享受慢生活的假期也很美

一家之言

从借手机的小事说起

刘学光(莱山区)

昨天傍晚，到菜市场买菜。走
着走着，接到一位好朋友的电话，
说了不到两句话，手机就没有电
了。于是急忙找公用电话，找了好
一会儿，也不见公用电话的影子。
急中生智，便向过路的一位小伙
借用手机，小伙很礼貌地回答：

“对不起，我的手机欠费了，不好
意思！”虽然对小伙的婉言拒绝不
太理解，但也并没有成见，毕竟人
家没有义务帮助你。

当走进一家手机店，问有没
有公用电话时，人家很不耐烦地
回答：“谁还用公用电话，谁不用
手机？买一个手机得了。”我说：

“手机没有电了，能否借用你的手
机用一下，有点急事！”她不屑地
回答：“那可不行，这是我的私人
手机，不能随便借给别人。”我顿
时哑口无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了，匆匆忙忙离开了这家手机店
铺。

走了一会儿，见一位农民打
扮的中年人在摆摊卖黄瓜、辣椒、
茄子、西红柿。我不好意思地开口
向他借用手机，这位大哥一点也
没犹豫就把手机借给了我，等我
打完电话要付他话费时，他很豪
爽地说：“不要钱，谁还没有点急
事!”他那朴实真诚的话语，让我深
深地感动！

把电话借于别人一解燃眉之
急，虽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
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一言
一行见文明，大事小事见精神。如
果你遇到急事需电话用的时候，
别人都袖手旁观，不伸援手，你的
心情又会如何呢？其实人与人之
间都是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
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参观“山海古韵”有感

姜喜悦(芝罘区)

国庆节期间，有幸参观了烟
台市博物馆展出的“山海古韵”，
展览从恐龙化石到原始部落、从
秦始皇东巡到戚继光抗倭、从农
耕到渔猎、从陶瓷艺术到书法篆
刻，全方位、多角度再现了古代烟
台的历史风貌，让人身临其境，展
厅里幽暗的灯光更增添了她的神
秘色彩。

我如同一只鸟儿飞翔在历史
的长廊中，不禁为古代烟台的灿
烂文明自豪，也为她深厚的文化
底蕴骄傲。

其中，“远逝的物种”展区给
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在大自
然的沧桑巨变、优胜劣汰中，有些
物种灭绝了，如果说这是不可抗
拒的自然规律，那么当下很多人
为的滥杀珍稀物种的行径，是不
是应该引起人们的觉醒呢？

我有话说

国际教育机构巴乐基GEMS财
团10月5日发布了“教师地位指数”
报告书，中国教师总分100分居榜
首。这个研究至少不符合我的生活
经验，例如我回老家说起自己在学
校教书，经常会听到人们惋惜为啥
没去当公务员；而我在美国的时候,

听到人们说起教授这职业 ,几乎没
有不表现出敬意的。

——— 仝宗锦(学者)

媒体称庐山1 8 0元通票成摆
设，游遍景区需1792元。针对此，庐
山当地政府迅速做出还击，称统计
不科学，实际上仅需515元……哎
呀大哥，515元跟180元的通票，也差
得远去了。人家只是不科学，你可
有点不厚道。庐山不是私产，修个
门脸就收钱，卖了通票还不管用，
这跟科学搭边吗？

——— 雾满拦江(作家)


	J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