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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小区“牛皮癣”有何良方

芝罘区幸福社区附近居
民反映称，楼道里的小广告泛
滥成灾，以前是贴广告纸，居
民定期用水清洗一下，现在野
广告“升级”了，直接用印章盖
在墙上，要清理只能重新刷
墙，可是好不容易把墙刷干净
了，短时间内又被野广告侵占
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经常
义务劳动，参与到刷墙工作
中，却始终斗不过那些偷偷贴
野广告的人。

双管齐下疏堵并行

下期话题

今日

20日，记者从烟台开
发区政府中心交通窗口获
悉，开发区内55辆“黄绿”
出租车将统一换装改为

“浪花”出租车。此外，目前
福山区出租车统一换装

“浪花”工作正在进行中，
预计5月中旬208辆出租车
将完成换装。届时，开发区
和福山区的出租车将融入
烟台“浪花”大家庭。您对
烟台出租车的现状满意
吗？又有何期待呢？

王维娴

小广告就像墙饰，哪里皆有
点缀，被称为城市的顽疾“牛皮
癣”，素有见缝插针、无孔不入的
风范。今天耗费人力物力清理
了，明天就会卷土重来，不仅破
坏小区的卫生形象，也影响了城
市的姣好容颜，成了文明城市的
不能承受之痛，彻底治“癣”势在
必行了！

一般小区的小广告，都是开
锁、疏通下水道、搬家、维修家
电、租房售房之类的，笔者以为

这些都是生活的便利贴，谁家能
不被这种急事困事所扰呢！那就

“对症下药”在小区的主干道上
选择出地方，设置个信息发布
栏，让这些生活里离不开的事项
有个立足之地，可谓一举两得。
这样既解决了小广告的无处可
寄，又不影响居民的便利生活。
当然绝不能放任自流，肆意乱贴
于广告栏，要确保小广告的张贴
规范有序，同时也需要物业、居
委会来做些日常管理和维护方
面的工作。

另一方面是对小广告的严

厉打击，“见一张撕一张”不是
积极的办法，也追不上偷贴的
速度，除了全民总动员曝光举
报的制止方式外，再就是“按图
索骥”，根据小广告上面的联系
电话揪出制造者，课以违反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
量责罚款，使其付出理应承担
的代价，或者令其承担清理外
加义务劳动将功抵过，这样直
接从源头截断张贴小广告的行
为。也许有些张贴者会不予理
会，这样就寻借其他方式，或城
管参与处罚，或借助通信部门

把手机停机处理等手段。对于
情节严重的违法违规小广告，
比如办证、贷款、包小姐之类
的，便要由相关治安部门来办
理了。

综上所述，疏堵相携，让小
广告待在它只能存在的空间，不
再四处“装饰”造成视觉污染，影
响居民生活、影响城市文明形
象，其实社会公众墙还有展示公
益文化的新形象，来替换小广告
让其无处下手，使城市社区的文
明形象不仅美好洁净，还能展示
出我们城市区域文化的内涵。

张建勇

前些日子，送报师傅给我挂
上报箱没几天，“开锁换锁、专业
通下水道、借钱找我们”等野广
告，就把报箱糊满了，崭新的报
箱被糊得找不到模样。不仅如
此，我刚搬来不到一年的楼墙
面、楼梯口，也被诸如此类的广
告深深地打上了烙印。白花花的
楼墙就这样给糟蹋了，真是气
人、恨人。

近些年来，不仅是一些居
民小区受野广告之害，其他一

些公益性单位也难逃其恶，有
许多单位的空余墙壁都被一些
乌七八糟的野广告整得不像样
子，原来白净的墙面被涂成了

“赤青黄绿青蓝紫”的花花墙，
而且有些越来越野蛮，越来越
疯狂，不仅严重影响了市容，而
且市民的心情、心境也都受到
了较大影响。

都知道野广告之危害该除
蒂，但落实到“我”身上，往往多
是一时的愤慨，怒气出过之后，
遂抛九霄云外，什么“管呀、治
呀”好像都与“我”无关了。其实，

野广告的泛滥成灾，与“和我关
系不大，无伤大雅，没必要去多
管”等想法也有直接关联。

要彻底根治野广告的乱贴、
乱印、乱撒问题，首先要从“我”
做起，要当自己的事来抓。对野
广告制作的始作俑者见之要管，
不能让野广告贴上墙、撒出手；
对已上墙的，要及时清之、除之；
要打破你我他的界限局面，要人
不分你我，地不分东西，只要见
之，就要像对过街老鼠那样，人
人诛之，人人打之，使其不敢现
身张贴，不敢出手乱撒。其次，要

从法制层面上来规范和完善对
野广告的管控制度。目前野广告
的张贴、撒发，已对市区环境造
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环保部门
当与治水污、治垃圾污一样，给
予重拳重击，打到痛处，使其再
不敢有下一次。

作为小区居民，对待野广
告，就应像对待我们院中的杂
草、室内的垃圾一样，要紧盯着，
勤扫之，这样才能将那些影响我
们生存环境及心情的野广告，驱
离出我们的家园，驱离出我们的
视线。

对付野广告要从“我”做起

话话题题

据说，北京中考成绩公布
后，白岩松松了一口气，不仅因
为儿子“考得好”，更在于“没考
得太好”。中考前，他和孩子开
过一个玩笑，“你要是考上了北
京最好的高中，我跟你急，你要
是考了第一，就跟你断绝父子
关系。”这也许是玩笑，但真心
说当下不让孩子考第一、进家
最好学校是真爱孩子。
——— 王旭明(语文出版社社长)

游戏、电商、社交网络、虚
拟现实……这些都指向一个更
加宅化的未来世界。最吊诡的
是：个体越宅，整体的相连度却
越高。人类正在毫无悬念地走
向科幻作家预言的“超级脑”

“世界脑”这样的整体性智慧集
合体。在这样一个百川汇一的
人类超脑中，传统意义上的自
我、个体如何存在，将是全新的
哲学课题。

——— 严锋(学者)

新闻：公交车刚要启动，上
车男子不由分说对着驾驶员就
是一顿猛打，驾驶员冒着雨点
般的拳头安全把车停在路边
后，男乘客竟拔下了车钥匙，并
连续多次对驾驶员拳打脚踢，
时间长达13分钟。这是18日晚发
生在哈尔滨市217路公交车上的
一幕。事发当时车内监控记录
了男子打人全过程。目前，被打
司机正在医院住院治疗，警方
已对此事展开调查。(生活报)

点评：一车人硬是坐着看
完了13分钟？

新闻：20日上午10点，在成
都新南路府南河大桥上，一名
中年男子双手抓住桥栏杆，威
胁要跳下去，情绪激动，一名红
衣女子在劝说他不要跳。现场
有不少围观者喊，“跳嘛，水很
浅，淹不死人！”“你晚上跳嘛，
跳下去都莫人晓得。”大多数市
民还是持劝导态度，“你说啥子
噢，人命关天！”(华西都市报)

点评：喊的人怎不先做个
示范呢？

嬉笑怒骂

名嘴说事

学学区区房房还还能能买买吗吗??

@黑金：二中高中部搬到
高新区去了，初中部的重心也
移到二中东校，再不让择校，招
不到学生就剩二中本校搬家一
条路了。

@黄中通理：学区房这个
概 念 其实就是中 介 忽 悠 出
来的，当前正大力均衡教育
资源，义务教育阶段各校之
间 的 教 育 资 源 差 距 并 没 有
那么大，没必要倾家之力购
买学区房。

@设计无极限：你对社会
的认识还是太肤浅了。这还用
想？凡是买学区房的人都不差
钱，差钱的谁去买学区房？你

见过几个底层贫民为子女择
校问题拼死奔波的？

@yantai_7：买不买看各家

的情况，市中心的房子怎么会
砸手里呢？莫非会一文不值？
这种事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xu9623：这不就是三十
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吗？

来源：17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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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旭松

记者对本报相亲会的男女
嘉宾进行了数据分析，得出七
成以上女性找对象，要求男方
有房，在女性择偶条件中居于
高位。找对象先谈房谈车，爱情
在物质面前孰轻孰重，相信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妹子找对象，要求男方有
房，单就我个人觉得，这个要
求并不过分，没必要责怪妹子
太 现实。正 如 有 些 女 嘉 宾 所
说：“不是我们有多现实，房子
就是一种安全感。”实际情况

也是如此，爱情的花前月下很
美好但也短暂，真正到了谈婚
论嫁的地步面临着的都是很
现实的问题。有了房子就好像
吃了定心丸，即便现在生活艰
辛些，也有了生活和工作的奔
头。哪怕男女双方真对房子问
题不在乎，也保不齐背后的父
母指指点点，所以房子很大程
度上成了婚姻牢固的基石。说
妹子太现实也不合情，男方购
买的房子，房产证上署的是男
方名字，女方实际并没有获得
所有权。女性本来就在社会中
处于偏弱势的位置，对房子的

要求能够填补一下心中的安
全感。

话说回来，别看房子是所
谓的“硬通货”，最终也不过是
个参考标准而已，就像男方要
求女方温柔漂亮是一个道理。
只要是两情相悦，合理沟通，相
信房子问题总会解决。根据传
统是男方出钱买房，现在也出
现了男女两家共同出资买房的
情况。毕竟很多家庭都是独生
子女，父母都是为了子女生活
得更幸福、婚姻更美满，计较谁
家买房子没有多大意思。尤其
像男女双方都不是本地人，双

方共同还房贷的现象更是司空
见惯。所以说，男方在找对象
时，千万别被“有车有房”的要
求吓倒，恋爱该谈就谈，婚姻因
为房子问题闹掰的毕竟还是少
数吧。

不得不说，现在人们面临
各方面的压力，所以内心中总
潜伏着不稳定的因素。记得有
个调查显示，近一半女性最希
望嫁公务员，这恰是这种心理
的直观反映。看病难、上学贵等
等问题就摆在眼前，找个工作
稳定、收入不错的另一半的要
求是那么的现实。

择偶要求有房，不是妹子的错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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