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说我亲眼见的交通违法行为
鲁从娟(芝罘区)

每一次交通违法行为，就潜在一
定的危险。前些日子，齐鲁晚报《今日
烟台》报道好几起车祸致人死伤事故。

我每天开车上路，对一些违法
行为屡见不鲜。有些车辆突然变道，
不打转向灯，让人措手不及。十字路
口，总有一些车辆趁绿灯转换黄灯
之时加速往前冲。特别是一些摩托
车、电动车，因无正式牌照，不怕电
子眼抓拍，更无视红灯存在，在车流
中见缝就钻。这些车辆仗着轻便快
捷，有点空间就能通过。殊不知，这
些车辆的安全系数也最低，这样不
顾自己人身安危，让人为之捏一把
汗。

大货车超载或私自改装潜在一定
危险，行走在路上，让人深受其害。黄

务路段大货车特别多，路上的井盖被
屡次辗压破碎，开车行驶在此路段，往
往会被轰隆隆的大货车前后左右夹
着，喇叭声凄厉叫着。心里想着有很多
人命丧大货车车轮之下，不由令人直
冒冷汗。

开车上路，安全第一。十字路口要
一看二慢三通过，这在考理论时就学
过。黄灯亮了，大家都等一等、让一让，
有什么天大的事，也不差那三五分钟。
市区限速路段减速慢行，十次车祸九
次快，开快车遇到紧急情况来不及应
对。酒后驾车更不可取，车祸猛如虎，
半点马虎不得。

交警罚款、扣分等，只是敲响驾驶
员的警钟，不是最终的目的。最重要
的，还需要广大驾驶员的自律，遵守交
通法律法规，文明出行，安全驾驶，为
自己的人身安危，也为了他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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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纪超(招远市)

今年1月至4月，市区道路
交通监控设备拍摄的交通违
法行为中，违反禁止标线、不
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
道，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未
在机动车道内行驶、逆向行驶
这5类交通违法行为多发。有不
少驾驶员被电子警察抓拍后
竟然感觉很“冤枉”，还压根儿
不知道自己违反了交规。

据统计，截至今年1月份，

烟台市驾驶员和机动车保有
量已双双突破180万，而且这个
数字还在不断攀升。对越来越
多的人来说，开车就像每天做
饭吃饭一样，成了生活中习以
为常而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也许正是因为太稀松平常
了，所以很多人对此不太当回
事，不懂交规，或者知道交规
但却不自觉遵守，成为名副其
实的“糊涂”驾驶。

交通规则的存在，不是为
了给驾驶员划定条条框框，限
制驾车自由，根本目的在于保
障道路交通安全，为平安行车
保驾护航。常言道：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对于驾驶员而言，

没有规矩，就没有安全。交规
就是安全行车的保护伞，如果
不懂交规或者任意违反交规，
就使处于失去保护的“裸奔”
状态，事故风险剧增。

有的人可能觉得偶尔压
个线、变个道，也不是高速飙
车、乱闯红灯，基本上出不了
什么问题，没有必要大惊小
怪。但要知道，交通安全无小
事，“小洞不补、大洞吃苦”。
任何习惯的养成，都是从小
到大，由少到多，由量变到质
变，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的，
良好的驾车习惯也不例外。
在这个路口压了一次线，就
有 可 能 在 另 外 路 口 再 次 重

复；这次压线变道没有发生
剐蹭，下次就很难说会遇到
什么状况。所以，心存侥幸，
只能使驾车的安全风险越积
越多，最终可能酿成千古恨，
有百害而无一利。

交通安全是家庭幸福的
基础，是社会和谐的保障。未
雨绸缪、防患未然，这是维护
交通安全的理性态度。因此，
被电子警察抓拍了，不要感
到“冤枉”，而应感到“庆幸”，
毕竟，这是一种非常及时的
警示。“糊涂”驾驶要不得！让
我们从主动熟悉交规、遵守
交规做起，培养安全驾车的好
习惯。

头条评论

“糊涂”驾驶要不得

新闻：据一位公务员透露，当
消费金额过大时，为了避免引人注
意或超标准消费，通常会采取开具
多张小额发票的方式进行报销。而
为客户分割大额发票也成了部分
餐饮业主招徕生意和少数行政事
业单位逃避监管的奇招妙术。今年

“五一”期间，记者探访北京市怀柔
区多家“农家乐”，生意十分火爆，
一位“农家乐”老板告诉记者，他们
可以开具多张面额低于1000元的
发票。(东方早报)

点评：老百姓下馆子也给发
票，但找谁去报？

新闻：女孩假扮高中生跪路边
乞讨，城管出数学题识破诈骗伎
俩，前天，网友“小米麻麻一靓靚”
将福建南平一位机智城管智劝骗
子的事迹发上微博，引网友称赞。
记者了解到，该城管是名90后大学
生，是其单位唯一一位在编90后城
管，他说出题只是希望有更好的执
法效果。(东南快报)

点评：机智的在编城管。

新闻：学生入校严禁携带、使
用手机，若发现一律没收公开销
毁！如果学生拒不交出，视情节给
予处分直至勒令退学。河南登封一
中学出台严厉校规。5月12日早晨，
在该校例行升国旗时，学校将“没
收”的21部手机，当着3000名师生
的面摔进水盆销毁。(大河报)

点评：教育学生的同时不能失
掉法治精神。

嬉笑怒骂

孩子厌学，家长莫念紧箍咒
毛旭松

“他非要我学，我偏不学，
我不是学习机器！”近日，招远
一名初三女生因父母逼迫学
习，觉得人活着太没劲，于是偷
偷割腕，想要自杀，幸好被家人
及时发现。(本报今日C07版报
道)

我认识一个上初三的孩
子，天天沉迷网络游戏，问他为
什么这么爱玩，他说，学习压力

太大了，就得靠游戏放松！我跟
他说，等你上班了就知道还是
上学好。谁都是打小过来的，现
在回头看，觉得上学的日子真
幸福，其实，当初求学时光也是
苦乐并存，同样被升学的压力
和家长的敦促困扰。

少年时代大把好时光，可
像招远这位女生竟生出“人活
着太没劲”的感慨，甚至走上割
腕自杀的绝路。引发厌学情绪
的原因很多，有一部分来自家

长。有些家长当年没能考上大
学，就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孩子
身上，又担心孩子成绩不好考
不上大学耽误了前程。家长“望
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急切心情
可以理解，可如果孩子本来就
产生了厌学情绪，旁边的家长
还在一个劲儿念紧箍咒，神通
广大的齐天大圣都抵不住，何
况是十几岁的孩子们？

孩子还在上初中，家长就
念叨要考大学，是不是有点太

着急了？如果孩子的成绩跟家
长的期许有差距，那么家长需
要做的是帮助孩子找出学习上
的不足，多沟通，少批判。

初中生正是青春叛逆期，
想要改变孩子的厌学需要从多
方面引导他们，启发他们，而不
要损伤他们的自尊心。只有认
真把握孩子厌学的症结，做到
对症下药，才能不断消除和改
变孩子的情绪，使他们从厌学
的阴影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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