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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歌法草案第二次
审议稿提请审议。在国歌教育
方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出

“国歌列入中小学教材”，中小
学应将国歌作为爱国主义教
育的重要内容。同时，对恶意
修改国歌歌词、以歪曲贬损方
式奏唱国歌等侮辱国歌的行
为，草案二次审议稿也进一步
明确了法律责任。

和国旗、国徽一样，国歌
是国家的重要象征，事关国家
尊严，对其专门立法是一个国

家完整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
一环。同时，国歌也和人们的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升国旗仪
式、庆典活动、体育赛事等，很
多场合都需要奏唱国歌。如果
没有针对国歌的专门立法，人
们常常会感到无所适从，甚至
由此引发过一些争议。这也从
一个侧面证明了对国歌立法
的必要性。

自国旗法、国徽法相继通
过以来，针对国歌的专门立法
工作就很受公众关注，当国歌
法列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这份关
注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在今年6
月份，国歌法一审草案提审审
议的时候，舆论场上的相关议
论就非常多。而这一次，有核

安全法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
修订草案接受审议，还有多部
法律修正案草案提请审议，但
从公共舆论的讨论来看，国歌
法依然是受关注度最高的。某
种意义上说，关注度反映出了
国歌立法与公众生活的密切
度，在社会层面上体现出立法
必要性。

国歌法草案中提到的一
些规范要求，现实生活中已经
逐渐成为共识，但缺少明文法
律，难免造成认识和行为的
混乱。曾经有一则视频在网
上流传很广，在某小学校园，
当国歌奏响的时候，所有学生
都停下了脚步。这一举动收获
了很多称赞，但也有人表示不
理解，一时间议论纷纷。更出

名的例子则发生在足球比赛
前的奏国歌仪式上，有的运
动员单手捂胸，有的双手垂
立，有的大声跟唱，有的嘴都
没张，一问起来，各说各有
理。当然，也有在婚丧嫁娶场
合 或 商 业 活 动 中 奏 放 国 歌
的，更有恶搞国歌歌词博取关
注的，不一而足。很显然，一些
人在心理上缺乏尊重国歌的
意识，行为上缺乏遵守相应规
则的习惯。

细究起来，有强调“常识”
的，有谈“国际惯例”的，谁也
说服不了谁；而那些恶搞国歌
或歌词的所谓“网红”，明明已
伤害到很多人的爱国情感，有
关部门却无有效的手段督促
其改正。“不以规矩不成方

圆”，当前对国歌立法是极为
必要的。有了法律规定，人们
才更加有章可循，一旦某些人
观念和行为出现了偏差，也有
了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国
歌法草案二审稿提出“国歌
列入中小学教材”，就突出体
现了这种规则意识，通过与
此相关的爱国主义教育，养
成从小尊重国歌的习惯。

的确，学会唱国歌并不
难，但别忘了，这是一首事关
国家尊严和国民情感的歌，
更 与 社 会 公 共 生 活 密 切 相
关。针对国歌的奏唱场合、奏
唱礼仪和宣传教育设立相应
的明文规范，是一项很必要
很基础的工作 ,确实应该从孩
子们抓起。

让尊重国歌成为一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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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餐平台别逼外卖小哥去拼命

□邓海建

他们戴上头盔一顶，身披红
黄蓝制服，穿梭在大街小巷，或
骑摩托，或驾电瓶，车后总有一
个很大的保温箱——— 他们就是
外卖小哥，与时间赛跑是他们的
谋生姿势。他们拯救了无数宅人
足不出户享用美食的平凡理想，
也撑起了一个年交易额超2000亿
元的外卖市场。不过，有数据称，

“全国400万外卖小哥每2天半就
有1人死伤”。

今年夏天，热死或累死在送
餐路上的外卖小哥，大概已成了
各个城市民生新闻里的寻常事
故。他们在与订单数赛跑，他们
更在与交通法规赛跑，他们亦在
与生理极限赛跑……《2016中国
外卖O2O行业洞察报告》显示，截
至2016年6月，我国外卖用户已达
1 .5亿，相当于10个中国人就有一
个是外卖用户。

400万外卖小哥与2000亿
元的外卖市场，已成中国新经
济链条上重要的一环。不过，眼
下外卖小哥的生存状态着实叫
人担心：媒体调查显示，超过
96%的外卖小哥每天起码要工

作6小时，甚至近三成每天工作
10小时以上。每20个快递小哥中，
就有3个遭遇过交通意外。时过
境迁，舆论已经不再渲染“轻松
月入过万”的职业传奇，更多的
是警醒于其间的失序与疯狂。过
劳、交通违法、心理压力……压
垮外卖小哥的“最后一根稻草”
越来越多且日益司空见惯，这个
时候，订餐平台方的行业规范、
企业社会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

很遗憾，如果说多跑多挣钱
的谋生欲望是隐性的鞭子，那
么，“配送不许超时、否则罚款”

“不许出现差评、否则罚款”等平
台“家规”则是挥舞在外卖小哥

屁股后面无形的鞭子。有外卖小
哥说，为了沿途顺路再送几单，
就得不停地在手机上刷新，一有
附近的、顺路的就马上抢。在
非机动车违法执法弱化的现
实语境下，外卖小哥横冲直
撞成马路杀手或频遭车祸，
也就不难想见了。

为破解这个困局，职能部
门也没闲着。比如今年4月，杭
州交警面向外卖平台送餐人员
发放类似驾照的《外卖小哥交
通安全手册》。又比如8月22日，
深圳交警宣布建立全国首家外
卖送餐车精细化管理平台，并
使出了雷霆手段。但问题是，如

果离开行业自律，外卖小哥“挣
钱不要命”的原始冲动恐怕难
以禁绝。多接单却没有更多配
送时间、订餐平台对于外卖小
哥送单能力没有“极限预警”、
罚款规则直接逼着外卖小哥拼
时间拼命，诸如此类的问题亟
待从门户自理层面求解。

订餐用户希望“及时送”，
外卖小哥希望“多多送”，这都
是情有可原的事。但是平台方
当定好游戏规则，调和双方利
益关系，既不能怪用户苛责，更
不能逼着送餐者拼命。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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