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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鞭炮，是该理性还是任性

“爱耳日”啥时不再是“耳旁风”

徐君豪

每年春节，对于鞭炮，到
底放还是不放，的确是一个值
得理清说透的问题。很多人秉
持国人一贯的“中庸之道”，提
出既不应该全面禁止，也不应
该“任性地”放，而是要适当适
度地放。对这种“和稀泥”式的
论调，我只能说“呵呵”。我认
为，当前政府应该旗帜鲜明地
亮出“禁放鞭炮”的态度，因
为，这是社会文明的需要与体
现。

有人说放鞭炮是春节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
传承下去。但如同鲁迅先生在

《伪自由书》中说的那样:“外国

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
用它做爆竹敬神。”从上述角
度看，燃放鞭炮是不值得大张
旗鼓炫耀的传统。何况，传统
这东西，有其精髓也有其糟
粕。如裹小脚等众多对压抑女
性的传统，早就随着社会的发
展进步丢得远远的。

因此将放鞭炮与中华传
统、春节习俗相提并论是赤裸
裸的文化绑架。传统应该与时
代发展同行，或者说，应该适
合社会的发展，这一点是无可
争辩的。正如穿长袍等汉民族
的衣着文化，也随着时代的发
展逐步改良，直至与社会发展
相适应，成为我们现在穿的衣
服。放鞭炮也是如此。现在对

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度和关
注范围前所未有，无论是上层
领导，还是平民百姓，柴静的

《穹顶之下》更是将雾霾问题
深层次地揭示在我们面前。不
是说放鞭炮是雾霾的罪过，但
起码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再
者，鞭炮的制作、运输、燃放过
程中出现的重大安全问题，哪
一年出现的还少呢？有人说适
度地放，试问，这个“度”如何
把握？偌大的一个城市，自由
度如此大的一个社会，你能拿
出一个可操作的“度”吗？如此
说来，延续这样一个所谓的传
统，其代价难免太大了点。

由此，我强烈呼吁：禁放
鞭炮。

扈刚

3日从电视新闻里听到“爱耳日”，
爱耳日已过了半天，而我真正意义上的
爱耳日才刚刚开始。因为我和我好些打
工的伙伴一样，之前可以说太专注于打
工本身了，竟然忽略了听力健康那么
久。我现在听同事招呼，往往要人家“大
点声”、“再说一遍”。连老婆都埋怨我真
能打岔。所以，我的对讲机总是把音量
调到最高。而这耳背的毛病在打工者
中，就如同腰酸背疼一般司空见惯。

最初，这毛病源自我的军旅生涯。
后来，背井离乡出外打工，干过震耳欲
聋的铁工厂，干过设在防空洞里噪音与
粉尘肆虐的水泥构件厂等等。医生说要
把噪声上限控制在不超过60分贝，超了
就意味着人们的听力健康必将受损。可
是，在许多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型企
业，打工者无法远离超强噪声是不争的
事实。有的单位偷排污水废气，为越来

越多的有识之士和政府部门关注，出手
联合整治。可是也有厂家趁夜色或阴天
下雨伴随排污偷排噪声，出面叫停的就
少之又少。关心的少，与之最贴近的打
工者听力健康受伤害亦最为严重。

当然，话说回来，打工者在工作过
程中不注意有针对性地保护听力也有
责任。我最初发现听力下降，只知道给
耳朵塞俩小纸团。就这样，还招来同伴
们异样目光。我说耳朵出毛病不得了，
他们只是笑，根本不当回事。告诉他们
我父母从铁路从服装厂退休，早早耳
背，说话大嗓门尽打岔，依旧被当做笑
谈。看见儿子天天插耳机，我说不要把
眼睛搞坏再毁了耳朵，他沉浸在他的世
界里无法自拔，只当耳旁风。我好无奈。

所以，我真不知有什么能让身边这
些麻木的耳朵振聋发聩。哪天“爱耳日”
不再是咱打工者的耳旁风该有多好。期
待大家为此都做点什么，为自己也为美
好明天。

刘岩

我们看到，无论环保者如
何呼吁，绝大多数的鞭炮产品
依然是原始的配方和制作工
艺，由此产生的燃放声、光、尘
的污染依然严重地存在，生产
过程中出现的事故依然每年都
触目惊心，而燃放过程中出现
的伤害事故也是层出不穷。所
有这些都表明，时至今日，鞭炮
从根本上依然没有抛弃传统的
制作与燃放方式，依然停留在
原始而又简单的复制上，是在

低层次上、低水平上延续，鞭炮
的发展、革新的诸多问题都没
有得到有效的重视和解决。这
是导致“禁放派”与“保留派”纠
结的最根本问题。

鞭炮是否继续燃放纠结
了许多年，虽有新产品出现，
但应者了了，这导致了鞭炮难
以满足现代人、现代环境的要
求，鞭炮的生产与燃放失去了
这么多年来的革新与发展的
好机会。在人们防治雾霾呼声
日渐高涨的时候，鞭炮失去了
立足的足够的理由。如此，鞭

炮是否能被继续认可，不得不
令人担心。

不适者必被淘汰，在危及
人们健康与生存的问题上更
是显而易见。一个不适应时代
的传统，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
伐，其命运可想而知。传统对
于每个人都是有吸引力的，想
要留住传统就应该为它做些
什么，让它的工艺、技术等方
面有一个质的飞跃，如此方能
将传统传承下来，后代们才会
知道，我们为继承传统做了积
极的努力。

话话题题

提到放鞭炮，大家的意
见各不相同，有人觉得如果
过年不放些鞭炮，总觉得过
年不热闹，没有什么年味
儿。也有的人认为空气质量
已经这么差了，再放鞭炮，
空气只会更差，等于蓄意污
染环境。那么春节到底要不
要放烟花爆竹呢？该话题得
到读者踊跃响应，选择几篇
来稿，看看他们的观点。

烟台山医院将整
体搬迁至莱山区，届
时，莱山区居民将拥有
一个就近享受高端医
疗、住院和康复的场
所。烟台山医院的搬迁
将对烟台医疗资源的
布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对芝罘区日益拥挤的
交通状况是否有好转
呢？欢迎您参与讨论。

留住传统不应是简单复制

下期话题

今日
禁放鞭炮是社会文明的需要

交通违法的重灾区能否改进设计
毛旭松

最近，不少车主向交警部
门反映在惠安小区附近的急
转弯卡口超速违法。交警部门
根据反馈发现，该卡口一年有
近3000起超速违法行为，该卡
口限速40KM/小时，是市区所
有限速隧道限速最低的（本报3

月3日C08版报道）。
这个卡口一年有近3000起

超速违法行为，平均下来每天
就接近10起，如此高的中枪率
实在是让途经此地的司机们

打怵，稍不留意可能12分就被
扣光了。按照常理来说，在市
区开车最高车速一般都保持
在60KM/小时，到了这个路口
突然有个40KM/小时的限速。
对于那些不熟悉路况的司机
来说，实在是太容易超速了。
要知道，超速50%以上就要一
次性记满12分，这就意味着只
能回炉另造，才能重新取得上
路开车的权利，这正是司机们
最不愿意遇到的情形。

去年年底本报曾报道了
“交警部门发布2014年烟台10

大违法多发路口”，排名首位
的芝罘区白石路与青年路交
叉 口 一 年 违 法 次数多 达 近
57000次，违法次数之多让人
咂舌。一方面，非常理解交警
部门通过抓拍违法行为进行
处罚的方式警戒司机们能够
按照交通规定行使。另一方
面，正如一些司机朋友提议
的那样，一年近57000次的交
通违法行为是不是也反映出
跟道路设计不合理有一定的
关系。建议相关部门对交通
违 法 多 发 路 口 进 行实地 考

察、研究，一旦发现不合理的
交通设施，将尽快予以整改。
再者，通过增派交警现场执
勤或者明示交通标识等方式
予以改进。毕竟罚款不是目
的，维持良好的交通秩序，引
导司机朋友文明驾驶才是根
本所在。

当然，作为司机来说，在
上路行车时一定要按照交通
法规行驶，如果你严格按照秩
序行驶，哪怕有再多的摄像头
监控，交通违法名单里也不会
出现你的名字。

我有话说

徐庆春

虽然春节的习俗全国各地有
所不同，但是鞭炮所表达的喜乐是
一致的。一直以来，鞭炮都是最能
直接表达出喜庆的一种方式，因
此，鞭炮成为了婚礼和春节的象
征。假如婚礼上缺少了鞭炮声，就
感受不到那种喜庆的氛围；春节亦
是如此，特别是一大家族人都回到
农村老家过年的时候，如果没有鞭
炮声，就感受不到那浓浓的年味儿
了。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结婚后每
年也都是回农村过春节，每年的除
夕夜，整个村庄的鞭炮声此起彼
伏，鞭炮声里迎新年，听着噼里啪
啦的鞭炮声，年味越来越浓。纵使
在贫困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年
春节，家家户户也会买至少一挂鞭
迎接新年的到来，乡亲们对过年放
鞭炮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鞭炮把
孩子们等了一年的快乐都激发了
出来，无论是声音脆短的小鞭，还
是猛烈的大炮仗，都给孩子们一种
心跳的感觉，放鞭炮时那激动而快
乐的心情比收到压岁钱还兴奋。

众所周知，燃放鞭炮会导致空
气质量下降，污染环境。虽然说鞭
炮年俗缺不得，但是还是建议人们
为了生存环境，尽量少放鞭炮。

一早参加“全国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对话尘肺农民”尘肺病问
题研讨会。落实国家“加快推进重
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支持慈善等
社会力量参与”，听王克勤作专题
报告，和尘肺农民面对面交流，研
讨尘肺生存现状及政策困境，推
动尘肺预防有效救助、生存保障，
我愿再次提交人大相关建议。

——— 陈静瑜（教授）

该奋斗的年龄，不要选择了
安逸，最终你相信什么，就能成为
什么。因为世界上最可怕的两个
词，一个叫执着，一个叫认真，认
真的人改变自己，执着的人改变
命运。只要在路上，就没有到不了
的地方。

——— 王利芬（企业家）

鞭炮年俗缺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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