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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等人还是人等车

漫画：王小涵

@辣椒小百合：我家小区门口就有斑马线，很多车无
视斑马线，总是加着油门飞速而过。马路对面有个小学，
每到孩子们放学时，只能出动交警来维持秩序。

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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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CC07

@80485603：行人让车，那
是修养好；汽车让人，那是素
质高。

@青新园林煮酒：有一次
过斑马线，一机动车司机示意
让我先行，我很吃惊。

@等待你的出现：有时候
开车你让行人先过，后面的车
就按喇叭。

@风吹绿锦纹：上下班过
马路真是得小心翼翼的，司机
基本上遇到斑马线的时候不
减速，有的还闪着灯，一脚油
门就过去了。

@朱顶红：我见过的能主
动在斑马线前减速的车主，就
没超过10个，99%都是踩足油
门直接冲的。

@林娴娴：开车遇到斑马
线，先让行人过，然后就会有
不少车从我身后超车。这倒也
算了，有的车主还恶恨恨地瞪
我一眼。

@Kuspt：像我一样每次
开车停下等人的不多，更没素
质的是，有些车过人行横道还
加速，甚至还按喇叭吓唬行
人。

@风吹绿锦纹：我同事的
婆婆就是过马路没躲开，被车
刮倒了，结果手臂骨折了，都
快70的人了，遭老罪了。

@网友：有天早上上班
过马路，人特别多，没有车
让，最后有个中年人主动把
车停下了，让我们先走，结果
后面的车一片喇叭。其实，早
上那会路上一点也不堵，让
让行人也不会耽误多长时
间，主要是很多司机还没形
成减速过斑马线的习惯。

来源：烟台论坛

敬畏规则

才能文明驾驶
回应《不看红绿灯看监控》

隔孙维国

不看红绿灯看监控。此中原
因固然不少，但关键是缺失对规
则的尊重和敬畏。可见，自觉文
明驾驶，前提是提升驾驶者的安
全意识。因为，从心理学角度分
析，只有意识越明确越具体，对
行为的影响才越强烈、越有效；
反之，意识过于笼统和抽象，对
行为的影响就越弱。换言之，只
有意识增强了，才能真正尊重、
敬畏交通规则，进而文明驾驶。

那么，如何提升驾驶者的交
通安全意识？办法有很多，但关
键在坚持宣传教育。现在资讯发
达，除了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
传播媒介，网络、手机等新媒体
也具有强大的传播功能。充分利
用这些载体和平台宣传教育交
通安全，长期坚持，在潜移默化
中，人们的交通安全意识便能慢
慢提升，对规则的尊重和敬畏才
能转化为行动。

尊重、敬畏规则，既体现文
明素养，也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
的保护，反之，漠视规则，破坏规
则，就会遭致惩罚，付出代价。做
一个文明人，就从最基本的尊
重、敬畏规则开始吧。

一颗糖骗走孩子

谁该为此负责

回应《一颗糖“骗”走一半孩子》

隔赵连卿

一颗糖的诱惑能有多大？幼
儿园的孩子给出了答案，一颗糖
能把一半的孩子骗出来，但这个
结果着实让人吃惊，那就是孩子
的安全意识竟然会被一颗糖果
给击退了。

如果不从幼儿园的孩子开
始抓安全教育，切实增强孩子的
安全意识，谁又能为孩子的人身
安全做一份保证呢？经常在电视
上看见寻找被拐孩子的新闻，家
长们都伤心欲绝，看的人都会心
生怜悯，为他们的孩子祈祷和祝
福。但如果家长能对孩子的安全
多上一份心，孩子有更多的安全
防范意识，这些事件就可能会少
很多。与其亡羊补牢，不如现在
就把孩子安全意识差的短板给
补上，这对孩子来说也是终生受
益的。

对家长来说，给孩子补上安
全教育课，一方面需要潜移默
化，可以通过寓言故事等教育孩
子，不跟陌生人走、不吃陌生人
的东西等等。虽然不能把每个人
都当成骗子，因为那样会降低社
会的信任度，但孩子们防范骗子
之心却不能丢；另一方面，要让
孩子熟记110、120以及家长的电
话号码，到了特殊情况时来拨打
电话求救，不至于举手无措。

给流浪动物们

一个温暖的家

隔许佩佩

看到烟大学生义卖《齐鲁晚
报》救助流浪动物，市民们踊跃
参加的报道，很是感动。逛街时，
经常遇到一些流浪的小动物，很
可怜。有些好心的人，买来火腿
肠、小鱼来喂这些流浪动物。虽
然在这些人的帮助下，流浪动物
有一口饭吃，不至于饿死，但是
这并不是长久之策。所以救助流
浪动物，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团
结起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
力，给流浪的动物建立一个属于
它们的家。

动物也是生命，看到那么多
生命在没人管的情况下，病死、
饿死、被轧死，心里很不舒服。有
时候遇到流浪小动物，就买点吃
的给它们吃，但是仅仅这样是不
行，它们不仅面临着吃饭的问
题，还面临着住和安全的问题。
必须从源头上解决这些问题，流
浪动物的救助才能见效。希望大
家都能奉献自己的爱心，让它们
感觉到温暖。

关注流浪动物不只是一时
兴起，还需要长时间的坚持。而
且，救助流浪动物不是一个人的
事，需要大家团结起来。在这方
面加大宣传，动员大家一起来关
心、救助流浪动物，希望更多的
人开始关注动物的生存环境和
生存状态。

我有话说 百姓冷暖事不能当儿戏
隔任平生(芝罘区)

最近这一个周，随着冷空
气的到来，气温骤降，把刚脱掉
的羽绒服又重新穿了起来。白
天在单位还好说，但晚上回到
家却发现，天气冷了，暖气片的
温度也跟着降了。摸一摸暖气
片，还没有我手心的温度高。交
了两三千元的供暖费，说是供
暖时间到 3月 3 1日，这才 3月中
旬差不多就给停暖了。想起供

热公司供暖季前拍着胸脯打的
包票，心里真不是滋味。

前些日子气温上升，供热公
司可以根据天气变化调低供热温
度。但这个周气温明显降低，为何
就不能让暖气重新热起来呢？暖
气费交的是整个供热季的，如果
大概半个月前就把暖气停了的
话，这部分的供暖费是不是应该
退还给用户呢？

如果说非要为了节能减排
这个目的，我觉得可以在3月中

旬左右停止集体供暖，谁想继
续供暖就交费继续，不想供暖
的就不必交费。根据自愿的原
则供暖气，既让不想继续供暖
的住户省掉了笔支出，又能够
让想要供暖的住户继续享受温
暖的室温。

每年供暖季从开始到结束都
会有不少用户投诉，这种情况已
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年年
供暖年年遭遇众多用户投诉，这
需要供热公司的反思。供热公司

就那么几家，按片划分导致市民
也无权选择用哪家供热公司的暖
气。只能选择供不供暖，而不能选
择由谁来供暖。

供暖事关千家万户，事关
百姓冷暖，政府部门应当从确
保民生的高度，积极协调，为用
户做主。作为供暖方，虽然掌握
着供暖的话语权，也应俯下身
子，收起霸气，诚心诚意地为用
户服务。否则，遭遇用户集体用
脚投票，尴尬的还是你自己。

家长，请握紧孩子的手

新闻幕后

隔见习记者 陈莹

幼儿园的一项安全意识调查，
结果却让人惊出了一身冷汗。当他
们从精心呵护的家庭走向相对复
杂的“小社会”时，第一次考试就得
到了“不合格”，而背后却是作为孩
子第一任老师的父母对安全认识
的浅显。(本报3月18日C03版报道)。

每一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
庭，甚至是一个家族的喜怒哀乐。
作为纯洁与羸弱的代名词，孩子面
临的一切都需要家长事无巨细地
呵护。

在记者做社会调查的过程中，
问及是否注重对孩子的安全教育
时，几乎每一位家长的回答都自信
满满。然而，当记者详解了6个问题
背后所隐含的安全指向时，家长们
却沉默了。

尤其在“孩子走失，该向谁寻
求帮助”这个问题上，家长们不假
思索地回答：“警察”。可当记者指
出不是所有场合都会有警察时，家
长们突然就茫然了。而在“孩子是
否知道紧急电话”这个问题时，答
案呈现了一边倒的“不”！

当担负着保卫孩子重担的家

长，对于“安全”都失去了逻辑失辨
力时，又如何奢望他们以最简单的
语言和生动的方式，去教导纯如白
纸的孩子呢？

在采访的过程中，从事了30

年幼儿教育的孙津莉告诉记者，
虽然一次次告诉家长，每天早上
入园时一定要检查孩子的口袋，
是否将小物品带进了幼儿园，却
仍然屡查不禁，甚至有的孩子认
为这是“为难他们”。

而事实上，在烟台市每年都
会发生小朋友，将小物件塞入鼻、
耳等身体部位的情况，甚至有的

带物件的小朋友，“分享”给了其
他的小朋友，引起他人受伤的意
外事件。

与其看到关于孩子受到恶性
伤害的不幸事件而落泪，莫不如
记住：每一件有关孩子的惨痛事
件发生之初，都有着成年人的疏
忽大意。

防患于未然，绝不是空口而
谈。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承受不起
孩子受伤的惨剧。

家长，请在握紧孩子小手的
同时，也一定要握紧“安全意识”这
双无形的手。

隔记者 秦雪丽

一年一度的3·15纪念活动落
下帷幕，忙活了大半个月，碰到过
大大小小很多投诉，成功解决的
不少，调解失败的也有。

一位工商部门的调解员曾透
露，在他受理的投诉中，没有达成
共识、最终调解失败的原因有很
多种。但总的来说，主要包括两
点，有商家不配合的蛮横，也有消
费者“狮子大开口”，维权不理性。

从事调解纠纷10多年时间，
这位调解员说，他最满意的调解

是“掉色紫菜”。一位消费者拿着
一袋紫菜来投诉，就说了一句话：

“这袋紫菜只有18元，我不要求什
么赔偿，我也不会说厂家的坏话，
我只希望厂家能好好解释一下，
为什么以前的紫菜不掉色，而现
在的紫菜却掉色？”

厂家人员来的时候抱了很
多包紫菜，态度也很积极。针对
消费者提出的问题，当场用水泡
做了实验。以前的紫菜都是晒
制，而现在大都是机器烘干，制
作过程中，组织细胞被损坏导致
掉色。

“心平气和的一番话后，疙
瘩解开了。”这位工商调解员说。

权益受损，采取措施维权无
可厚非，但现实中，往往会有一些
消费者采取过激手段，不理性地
狮子大开口，最终导致调解失败，
甚至是以激烈的“口角战”告终。

采访中，一位家装企业厂家
的售后经理曾抱怨，他专门从外
地赶来了解情况，为的就是好好
解决投诉。但现实却是，去了客
户家，对方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最后抱着他的胳膊称，如果当场
不解决问题，就不能走。

最终，这位售后经理写了保
证书，才得以离开。这位经理称，
走出门的时候，他心中有些悲
凉，他可以理解顾客的心情，却
难以接受这种不信任。这一切有
商家推卸不了的责任，也有消费
者的苛刻。

遇到纠纷，心平气和地说出
心中的想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的同时，也要给别人说话的机
会。只有站在平等的位置，抱着
一种冷静理性的心态看待问题，
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商家应这
样，消费者也应这样。

维权，千万不能情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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