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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执勤的交警突然被车辆撞
飞，闯祸的女司机下车后颤抖不止。
这一幕悲剧发生在12月8日晚济南市
北园高架路下桥口。济南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昨日通报，受伤民警王玄飞经
抢救无效不幸殉职，经初步调查，肇
事驾驶人当时有接听手机妨碍安全
驾驶的行为。殉职民警的英年早逝让
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心痛之余，我们
也当反思如何杜绝类似的驾驶陋习。

在汽车普及的今天，很多人都
领教过他人的驾驶陋习，有接听手
机的，有夜间会车不关闭远光灯的，

有随意变更车道的，有在人行道上
抢行的，等等。同时，很多人也有自
己不以为意的驾驶陋习。遇到他人
的驾驶陋习，很多人是深恶痛绝，甚
至会爆发“路怒症”，可是一旦说到
自己，又都成了小事。

一些驾驶人明知开车打手机、
人行横道上抢行这些行为是不对
的，但就是改不了，戒不掉，深究原
因是认识不到位，总以为个人习惯
不算大事。其实，驾驶陋习不只是简
单的习惯问题，还是关系到法律法
规的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
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
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
应当停车让行。所以，礼让行人不只
体现出驾驶人的文明，更体现出对
驾驶人对法律的敬畏。今年5月实施

的《济南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把
“非紧急情况下急转、急停、骑线行
驶；吸烟、饮食、向道路上抛撒物品
或者以手持方式使用移动电话；赤
脚、穿拖鞋”都列为妨碍安全驾驶的
行为。但是，据媒体报道，从今年7月
23日到10月13日，仅济南市天桥区交
警大队一个抓拍点就抓拍到约2340

起开车打手机的行为。其中因为无
知而违法的恐怕只是少数，大多数
人应该是觉得一般抓不到，即便抓
到了也不丢人。

对于这种积习难改的驾驶陋
习，除了加强日常法制宣传，还应该
加大执法力度，让更多的驾驶人认
识到违法的严重后果。如果每一起
违法行为都能被依法处理，那些对
驾驶陋习不以为然的驾驶人就会改

变自己的看法，改变自己的习惯。同
时，我们还应在全社会形成交通违
法可耻的氛围。一些驾驶人觉得，开
车打手机和偷窃诈骗那些违法行为
不一样，不但不以此为耻，还自以为
潇洒，越是“老司机”越不守规矩。要
根除驾驶陋习，必须破除交通违法
不丢人的观念。任何驾驶陋习都是
危害公共安全的隐患，比起小偷小
摸，这种随时可能致人家破人亡的
行为更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

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因为血案的发生，我们对别人
的驾驶陋习有了越来越深的厌恶痛
恨，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推己及
人，站在他人安全的角度重新审视
自己的陋习，从小处改变自己，从开
车不打手机做起。

开车打手机，既违法又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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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除驾驶陋习，必须破除交通违法不丢人的观念。任何驾驶陋习都是危害公共安全
的隐患，比起小偷小摸，这种随时可能致人家破人亡的行为更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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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抢票正酣，不少人一边守
点盯着12306的图片验证码发呆，一
边刷朋友圈看大伙儿“吐槽”票难
买。有记者委托一名“黄牛”，一分钟
就抢到了票；等到12306页面显示无
票后又让“黄牛”抢，10分钟后又抢
到了。（12月9日《南方都市报》）

从目前的情况看，在12306和“黄
牛”的对决中，黄牛总能抢得先机。
如今12306大战“黄牛”背后的本质问
题，并不全是车票有多么稀缺，而是
垄断给12306造成的“先天不足”。
12306运行至今问题频发，不断被推
上舆论的风口浪尖，都是缘于顽疾

未除，这从12306当年招标不公开、不
透明开始，就已埋下了伏笔。现在最
根本的，无疑是打破垄断思维，用市
场的手去查漏补缺。

或许随着铁路运输供给的继续
增加，12306与“黄牛”之间的大战终
会“结局”，但这并不意味着“铁总”
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眼下就无所作
为。新闻中有一段文字颇为耐人寻
味：“‘黄牛’在贴吧、微博、QQ空间
等各类社交平台宣称有票可买。记
者还以购票者身份加入多个‘黄牛’
QQ群，有的群里有近千人。”

这么多“黄牛”在大张旗鼓地从
事非法勾当，并且形成了一个庞大
的黑色产业链，为什么没有及时受
到严厉打击？应该为“抢票还是难，
黄牛仍很忙”感到难堪的，恐怕不仅
仅是铁路部门。

“黄牛仍很忙”让谁难堪

“一元钱奖学金”

容不得编故事

最近，苏州大学的校级奖学
金统统都改成了象征性的一元
钱。校方回应称，取消的这部分奖
学金总额约有500万元，相应地在
学生出国学习（交流）基金的账户
上增加了500万元，同时也增加了
500万元投入到本科生助学金上。

意思大约是，钱没有少，还多
了500万，只不过换了一种发放方
式。可既然是改革，总要有说得过
去的理由，讲个师出有名。而实施
细则中只是笼统地说了句“为了
激励广大学生勤奋学习、不断进
取、全面发展”。

苏大一名班主任的说法或许

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校方的意见：
“学校现在在转变观念，希望同学
们好好学习，但不以‘获得奖金’
作为求学的目标。”然而这说法在
逻辑上根本不通，比如，学校为什
么不把老师的年终奖改成一块
钱，希望老师们好好教学，但不以
获得年终奖作为教学的目标？

一所大学无论做什么样的改
革，都要把学生当做可以平等对
话的主体，不要当小孩子去哄骗。
相信同学们也不是一味反对调整
奖学金，而是觉得这个“一元钱奖
学金”的故事讲不通，或者校方压
根儿就没准备讲清楚这件事。（摘
自《新京报》，作者西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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