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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8月1日起，多个城市的交
警部门按照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对非机动车、行人交通违法行为
进行了处罚。对这个行动，舆论
期盼已久，更希望它能够长期坚
持下去，从而根除一些人的交通
违法陋习。

对非机动车、行人的交通违
法行为进行处罚，是相关法律法
规的明确要求，非机动车、行人
在道路上常见的“闯红灯”、横穿
马路不走人行横道等行为，按照
规定都应该受到相应的处罚。但
是在现实中，以上行为很少受到
处罚，“凑一拨就走”的“中国式
过马路”成为各地普遍存在的现
象。当然，很多人也为自己的陋
习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上半年济

南市历城区辖区车祸致死54人，
其中六成涉及非机动车和行人。

非机动车、行人的交通违法
行为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其中
确有交警部门警力不足的问题，
但更重要的是长期的法不责众，
纵容了更多的人以身试法。当
前，依法治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
心，但是仍有不少人对法治缺乏
全面的认识。法治不只规范约束
公权力，法治还强调公民人人守
法，只有人人守法，法治社会才
有稳固的基础。要使人人守法，
又离不开执法者“执法必严、违
法必究”，法不责众或者选择性
执法都会损害法律的严肃性。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要为
城市居民创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必须从细节做起，试图“抓大放
小”，反而事倍功半。对非动机
车、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紧盯不
放，不仅有助于法治社会建设，
也有助于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树
立规则意识。改革开放三十多
年，中国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
富，但是中国人的国际形象似乎
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其中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在
公共场合经常随地吐痰、大声喧
哗、插队加塞，缺少应有的规则
意识。前段时间，一位游客在北
京延庆八达岭野生动物园擅自
下车，被老虎袭击，造成一人死
亡一人受伤，舆论比较广泛的共
识就是受害人自身规则意识淡
漠。但是反躬自省，又有多少人

敢保证自己一定不会成为自己
反对的那种人呢？平时连交通法
律法规都可以视若无物的人，会
严格遵守一些法律效力更低的
合同和契约吗？

对非机动车、行人的交通违
法行为进行处罚，确实很繁琐，个
人征信机制的不完善也可能会使
一些人置处罚于不顾。但这个行
动还是应该长期坚持，并逐步完
善配套制度，就像当初治理酒驾
那样拿出久久为功的劲头。以前，
一些地方也都曾经开展过对非机
动车、行人交通违法行为的专项
整治，但是因为耐力不足，收效不
好，希望这次能够汲取以往教训。
执法部门自己先把这些事当回
事，群众才会真的当回事。

走路都不守法，何谈规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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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鸡汤”咋就成了传销法宝？

□刘义杰

“创造丰盛”心灵辅导机构
目前已在全国设立超过40个学
习中心和工作室，吸收学习卡
会员逾万名。一些急于改变生
活状态的学员，不惜套刷信用
卡、变卖房产。而这些多以“文
化传播公司”冠名注册的学习
中心，并无培训资质；其总额超
过10亿元的培训费用，通过隐
秘渠道上缴。没有发票，也不存
在任何合约。（ 8月 1日《新京

报》）
根据报道显示，参与这一

心灵鸡汤课程的多是中老年
人。而这些中老年人，平时省吃
俭用，买菜贵几毛钱他们都不
舍得。但就是这些人，却面对心
灵鸡汤的传销时，毫无抵抗力，
最低5万的入门费，他们说掏就
掏，甚至连房子都用于抵押。按
网友所说，这搞的哪里是培训，
分明是精神传销。

面对这种简单的诈骗，恐怕
不是“我们都是生活中遇到了问
题的人，就是头脑太简单”能够
解释的。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问
题的人很多，但并不是每个人都

去相信精神传销。而这类的培训
不提供发票、一个劲儿要钱，但
凡有社会阅历的人都知道，其根
本就是欺骗，与其说是头脑简
单，不如说是选择性相信，进而
形成一种认知上的偏执。

借壳心灵鸡汤搞传销，之所
以成功原因有很多，很大程度上
源于人们的科学素养低，不仅缺
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思维逻
辑更是谬以千里。据报道，2010年
中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
比例仅为3 . 27%。其中，了解必要
科学知识的公民比例为14 . 67%，
掌握基本科学方法的公民比例
为9 . 75%，崇尚科学精神的公民

比例为64 . 94%。当多数人不具备
科学的素养，又不具备基本的科
学方法，盲信盲从也就难以避
免。

打击心灵鸡汤式传销，是一
个系统工程，除了提高人们的科
学素养外，还应该做到：一者，加
大对传销或非法培训活动的打
击。事实上，“创造丰盛”心灵辅
导注册的公司并无培训资质，而
以培训为名，变相缴纳入门费
用；发展下线形成层级关系；层
层返利，团队计酬的特质也分明
涉及传销。遗憾的是，虽然有人
举报，但相关部门却协调处理，
完全无视自身的职责。二者，社

会急速转型，难以适应社会新情
况，出现心理问题和认知问题的
人很多，这些人往往需要社会各
方面的引导。但现实中，这却是
一个空白：很多城市虽然有各类
文化讲堂，但往往因为高大上，
不接地气，老百姓不感兴趣；一
些地方虽然有心理辅导进社区，
但却没有形成长效机制；社会团
体和公益组织则多停留在物质
层面的帮扶，而忽视了精神方
面，等等。

一言以蔽之，心灵鸡汤式传
销横行急需综合治理。

对非机动车、行人的交通
违法行为紧盯不放，不仅有助
于法治社会建设，也有助于在
社会的各个层面树立规则意
识。以前，一些地方也都曾经开
展过对非机动车、行人交通违
法行为的专项整治，但是因为
耐力不足，收效不好，希望这次
能够汲取以往教训。执法部门
自己先把这些事当回事，群众
才会真的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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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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