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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越越缺缺少少秩秩序序越越多多““路路怒怒症症””
□冯勇

碰见堵车，忍不住想骂
人；看见车速缓慢，拼命按喇
叭；有人想超车，就有下车揍
人的冲动……上述症状车主
不妨自觉对号入座，这可都是

“路怒症”的表现。（详见《齐鲁
晚报》2月1日报道）

“路怒症”发作的频率诚
然随着交通压力的增大而增
加，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始因
素即是公众“规则意识、责任
意识、公民素质”的严重欠缺。

看吧，有人毫无顾忌地公然闯
红灯，严重影响其他正常通行
的车辆；有人不把遵守公共秩
序当回事，出行可以一哄而
上；有人不拘小节无视他人的
感受，酒驾、随意吐痰、公共场
合大声吵嚷等不文明现象时
有发生。

不分大江南北，人不分男
女老幼，我们总是带着一种随
意为之的任性，只要自己认为
合适就行了。当下的中国不是
缺乏应该谨守的规则，公众缺
乏的是对规则的敬畏和毫无

折扣的执行。
在这样的环境中，无论你

是破坏秩序的麻烦制造者，还
是遵规守纪的文明公民，在严
重缺乏规则与秩序的生活中，
压力无形中被无限放大，久而
久之压抑在心头的无名怒火
就会因一个小小的事件而爆
发。这就难怪别人行动中一个
小小的瑕疵，就会惹火路怒
者。

虽然对“路怒症”的治疗
开出了不少药方，力图以最快
捷的方法化解“路怒”。但无论

什么样的便捷方式，诸如多做
深呼吸，学会放松；合理安排
出行时间，进行换位思考等
等，方法虽好，但笔者以为皆
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
显然，能不能严格遵守既定
的秩序，才是真正有效的灭
火剂。

想解决中国式“路怒症”，
恐怕要深入而持久地培养每
一位公民的敬畏规则、遵守规
则、诚信谦让的文明意识，这
样一来，“路怒族”自然就会离
我们渐行渐远。

假假期期打打工工，，期期待待张张开开保保护护伞伞

□穆静

寒假开始了，山东电子职业技
术学院的学生小贾仍在忙着讨要
去年暑期实习的工资。当时小贾也
没有签订任何合同，劳动仲裁部门
称大学生打工无法通过劳动仲裁
解决，公司屡屡拖延，小贾遭遇维
权难。（详见《齐鲁晚报》3日C04版）

小贾没有与公司签订纸质合
同，打工工资仅靠口头约定。虽然
可能当初许诺说得天花乱坠，可没
有合同的保护，一旦企业违反承
诺，小贾恐怕有理也无处说。

小贾遇到讨薪难，其中固然有
其轻信“许诺”，没有跟用人方签订
纸质合同，以致事后诉诸法律渠道
时缺少证据的原因。而更主要的还
是也跟社会、法律层面对这一问题
缺少“关照”密切相关。根据《山东
省劳动合同条例》，大学生与用人

单位之间只能签订劳务合同，不在
《劳动法》保护范围内。也就是说，
即便签订了合同，大学生权益受损
时，也无法走劳动仲裁，劳动保障
部门对大学生维权爱莫能助。

而解决大学生讨薪问题，也要
针对原因对症下药。一方面固然要
提醒大学生们提高警惕，跟用人单
位签下纸质合同。另一方面，也需
要社会、学校和相关部门重视起这
个问题，为大学生兼职撑起“保护
伞”。

学校不妨先筛选出正规的企
业，在大学生确定到企业之后，督
促双方签订合同，一旦大学生权
益受损，学校积极帮忙维权。更重
要的是，相关部门要完善制度保
障，把大学生打工纳入劳动保护
的范围，并将违反劳动合同法律
责任的认定和制裁具体化，规定
救济途径和程序。

在住宅楼里，不少业主将
手伸向了共用的公摊面积。私
圈管道井、加盖防盗门等行为
屡屡发生。而因为这些违建大
部分都在居民楼里较为隐蔽，
管理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对于
住宅楼里的违建，该怎么预
防，怎么整治，剪友们议论纷
纷。

方便了自己，却给他人添堵

@徐可顺：对于住宅楼道
违章建筑，笔者深有体会，一
来住过筒子楼，二来在街道社
区亲历过多年。说起来都是常
制止、易复发的小事大情。特
别是住简易楼的吧，一般说，
这样的楼房多没有物业，小区
也多是开放式的，居委会也不
可能经常来盯着，所以居民在

楼道里乱堆乱放，甚至搞违章
建设的情况就普遍存在。

@张静：以前楼道外的违
建说得较多，其实楼道内的违
建更不容忽视。笔者所在的小
区并不算老，“楼道违建”随处
可见，比如，在通往楼顶处有
一段楼梯，一户居民就将楼梯
口处加了个铁门，并加上了
锁，楼梯上放着一些杂物，这
不但影响了美观，关键是将暖
气开关阀也锁在了里面。一旦
暖气出现问题，而其恰巧又不
在家时，那可就麻烦了。

公共领域维权意识淡漠

@鲁嵛：在我国，大家一般
对自己名下的权益看得很重，
界限划得很清，容不得半点冒
犯，对于公共领域的维权意识

则相对比较麻木和淡薄，这也
是近年来住宅楼内侵占公摊面
积屡屡得手、得逞的原因所在。

@田华：如今的楼房居民
大多是关起门来朝天过，只要
不是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一般不会过问，均采取事不关
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也有的居
民会觉得大家低头不见抬头
见，管不好再落一身骚，伤了
邻居之间的和气不值当，所以
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投诉有门，遇违建及时制止

@付文强：笔者长期居住
在老旧小区里，对于小区居民
经常私占楼里公摊的情况屡
见不鲜，可问题的关键是，有
时候发现了楼道里的违规私
占问题，根本不知道该反映给

谁，不清楚该由哪个部门具体
负责。因此来说，不少老旧小
区楼里出现私拉乱建问题，长
期得不到解决，甚至是闹到法
院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了。还好
新版《济南市物业管理办法》
对乱搭建投诉部门进行了明
确规定，希望我们投诉时，这
些部门积极负起责任来。

@田华：光投诉有门还不
够，相关职能部门还要制定出
奖惩分明的治理政策，并将举
报电话公之于众，充分发动群
众，实行匿名举报或者举报有
奖策略，这样的话，就等于在
每一栋楼里都安上了无数的
眼睛，遇有违建行为坚决按照
相关政策处理，决不手软，让
那些心里打小算盘的业主也
得掂量掂量了。

葛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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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敢将爆竹扔井盖子上

葛剪友巷议

公公共共空空间间维维权权，，别别怕怕伤伤了了和和气气

葛有么说么

让让年年味味少少些些酒酒味味

□马洪利

节日酒场自然少不了痛饮豪
饮，春节酒场如战场，令人无奈又心
慌。多少年来，在许多地方的年俗
中，每到春节的时候，由于受众多民
间年俗风气的影响，是家家户户都
忙着“赶酒场”，不是今天他请酒，就
是明天我陪酒；要么上午请客人，要
么下午赴宴席。

天天是难以推脱的“乱场子酒”，
顿顿是没完没了的“连场子酒”，饮不
完的酒，赴不完的宴，整天在酒场里
泡着吃“换嘴宴”。喝起酒来是推杯换
盏、干杯敬酒、猜拳行令、大呼小叫、灌
酒逼酒，还美其名曰：这是年味！

为了这所谓年味儿，在欢庆的
过年酒桌上，想不醉都难，想清醒地
过节也没那么容易，以至于酒桌一
旁，大路两边，不是酒鬼，就是醉汉，

甚至过一个春节有无数次醉酒的经
历。过年盛行“‘酒精’考验，一醉方
休”，直喝得东倒西歪，昏昏沉沉，迷
迷糊糊，找不到北，几乎都快要喝成
大醉如泥的“爽歪歪”了。

结果是喝出了浪费，喝出了虚
荣，喝坏了肚子，喝走了健康，喝掉了
安全，喝没了家庭和睦，喝丢了文明
形象。

笔者认为，春节的年味儿应从
确保“安全健康与文明形象”入手，
从倡导安全文明新风、厉行节约、减
少铺张浪费的角度考虑，不妨狠下
心来“戒年酒”，在酒桌上来个“酒场
约法三章”，多开展一些有意义的酒
桌“拒酒”活动。

这样的“年味儿”尽管少了些
“酒味儿”，却能过出优质、美好、平
安、健康、温馨、快乐、文明、和谐的
新年味儿来。

@王朝：昨天在家休班，中午下
楼买饭的时候，遇到一家三口开着
奥拓车围在小区里遛弯，男孩的妈
妈坐后座，男孩的父亲坐在副驾驶
位置喜笑颜开，还不时接打手机，不
少居民看到此举都躲出去很远。笔
者觉得，小区虽然没有马路危险，但
让一个孩子驾驶机动车辆遛弯，也
让人担惊受怕，要是孩子一旦操作
失误，后果将不堪设想。笔者真心希
望，广大家长千万不能让娇惯孩子
的心情压倒了安全！

葛一人E语

@张爱学：昨日，在二环西路西
沙小区附近看见几个八九岁的孩子
在放小爆竹，而且是点一个扔一个，
有的落到下水道的井盖子上，还有
的被扔到垃圾堆旁边燃放，笔者立
马进行了劝阻。看过井盖子被爆竹
炸飞的新闻，也看过爆竹引发火灾
的新闻，小小爆竹，隐患很大。春节
临近，学生放假，燃放烟花爆竹的小
孩子越来越多，再加上天干物燥，由
此而引发的火灾隐患大大增加，家
长应经常对孩子进行燃放烟花爆竹
安全常识的教育引导，最好在空旷
的地方，远离易燃易爆的物品。

男童驾车遛弯

本报剪子巷杠子头栏目自创办以
来，得到了众多杠友的支持与厚爱，为
将杠子头栏目办得更好，集思广益，加
强与杠友的互动，现向广大读者征集
每周一期的杠子头话题，征集那些围
绕济南、贴近生活、适合开杠的话题。
如果您有适合抬杠的话题，可以告诉
我们，您可以发送至邮箱q lwb j zx@
163 .com，并附带您的联系方式。如果
您的话题被采用，将会在杠子头栏目
公布并有相应稿费。

杠子头话题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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