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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霸凌，老师角色至关重要
近日，霸凌话题再次受到热议。一位心

理老师在网上发帖，讲述了自己处理班级霸
凌事件的整个过程，她的做法得到众多网友
的认同。

这位心理老师的做法，包括联系班主任
进行家访，告知双方家长，让霸凌的男生参
演小剧场先后体验被否定贴标签、被肯定撕
掉标签及对被霸凌的受害女生公开道歉的
全过程。这位心理老师的做法，是针对“造
谣、当众取笑”的霸凌方式，让孩子亲身体验
被霸凌的感受。

老师的做法得到大量网友称赞，并不是
因为处理手法专业性程度高，而是足够用心
与负责，而这正是大多数霸凌事件中的老师
所缺乏的。

中国犯罪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预防青少
年犯罪研究会顾问张荆，曾经做过一个有关
校园霸凌的调查，结果显示，过半数以上的

欺凌事件，只要有人制止，很快就会结束。不
过，霸凌事件中有人制止的比例只有19%。
霸凌事件本来是可以被阻止的，作为和学生
接触最多也具备权威性的成年人，老师是最
适合也最有可能介入并阻止霸凌事件的人。
事实是只有不到两成的霸凌事件被制止，其
中被老师制止的霸凌事件没有确切数据，不
过可以想象数据并不乐观。

霸凌事件对受害者的伤害非常持久甚
至影响一生，这样的悲剧都是可见端倪也可
以被制止的，遗憾的是，很多人尤其是很多
老师都忽略了这类事件的严重性。这位心理
老师的做法得到称赞，相对而言，在大多数
霸凌事件中，老师的态度多是无视、没有注
意，或是认为只是学生之间打闹的小事，有
的老师会和稀泥地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
令其相互道歉，有的老师甚至会指责发声的
受害者“多事”。

大部分最终酿成悲剧的严重霸凌事件，
都经历了一个升级的过程，如果能在早期被
制止，不仅受害者能得到保护，霸凌者也可
能得到拯救，避免走上歪路。因为，校园霸凌
都发生在身心并不成熟的未成年人之间，他
们的价值观尚未成形，很多时候对善恶并没
有明确的概念，霸凌者本身可能也因为自身
经历存在着“无意识作恶”的问题。这并不是
在为霸凌者开脱，而是为了防止本可被拯救
的受害者变成加害者，又导致产生新受害者
的恶性循环。

阻止霸凌，老师的责任不容忽视。在呼吁
成立专业委员会的同时，老师应当更积极、更
早地介入霸凌事件，鼓励受害者求助发声，让
家长、学校等更多方面参与进来，这既是对受
害者的保护，也有可能拯救施暴者。

面对发生在学生之间的霸凌事件，老
师，请不要置身事外。 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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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拍“樱花雨”狂摇樱花树
别让丑行亵渎美景

为拍出“樱花雨”，疯狂摇晃
百年樱花树，树下的人各种凹造
型，地上落满零碎的花瓣。这一
幕发生在杭州，摇树的是某网红
团队，他们正在搞“创作”。此举
在网上引发争议后，该网红团队
公开致歉，表示会提高员工素
养，不再损害公共绿化。

该 团 队“ 一 顿 操 作 猛 如
虎”，就是为了拍出所谓氛围感
满满的唯美影像再去博取流
量。然而，面对散落了一地的花
瓣和被摇秃的花树，他们还会
觉得相机里的照片美吗？违反
公序良俗的行为不是创作，拍
出来的东西更谈不上作品。这
些行为有的会产生不良示范效
应，误导粉丝的价值观和审美
观；有的会遭到粉丝的唾弃；过
火的还可能受到法律法规的处
罚。对此，博主们该好好琢磨
了，别把自己给晃倒了。

据央广网

只有让驾乘人员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一方面，除了必要的教育和宣
传外，司法机关还要提高“开门杀”事故肇事者的惩罚力度。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不妨将“除了驾驶人外，
乘车人尽量从右侧下车”的建议“升格”成法律法规。

又有两名足协官员被查

彰显足球反腐坚定决心

23日，中国足协竞赛部部长
黄松和纪律委员会主任王小平
被查。在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
原秘书长刘奕、常务副秘书长兼
国管部部长陈永亮被查之后，竞
赛部部长和纪律委员会主任又
告“失守”，意味着对这一届足协
开展了全系列最严厉的调查和
治理，显示出中央以猛药去苛、
重典治乱的决心，查处腐败的决
心，为足球健康发展正本清源的
决心。

与迅速发展的世界和亚洲
足球相比，中国足球仍全方位
落后，纵然要解决足球人口匮
乏、青训乏力这类技术性问题，
但根本上还要清除歪风邪气的
侵扰和腐败问题。我们必须坚
定反腐信念，深入足球腐败的
根源性领域，不留情面、一查到
底，以雷霆行动荡涤污浊、唤回
正气，构筑足球健康发展的美
好未来。

据央广网

人脸识别在甄别技术上的
魅力似乎让商家无法拒绝。上海
多家小超市为防偷盗行为，纷纷
安装了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摄
像头，一套设备每天采集量在
3000条左右。近日，普陀检察院
向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制发了检
察建议，督促拆除具有人脸识别
功能的摄像头，保护消费者的个
人隐私。

可以说，在人脸识别一波
热过一波的推广潮流中，被滥
用的风险也在快速积累。这里
面有很多问题，需要立法来规
范：哪里能装，怎么用，发生信
息泄露以后如何追责，如何厘
清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界
限。法律保护的个人隐私，不是
待在家里才有，走在马路上、商
场里，同样也有隐私权。当我们
为了便利好用，将新科技一股
脑地推向社会时，不得不考虑
其中的风险，多一点冷静，多一
些理性。

据钱江晚报

超市“偷脸制偷”
个人隐私权何处安放

评论员 孔雨童

最近，视频博主“superB太”经历了一轮
爆火，先是其揭露市场缺斤短两、偷梁换柱
的视频、话题频频登上热搜；接着他因替消
费者和诚信商户发声，成为央视评选的“周
刊人物”。

从去年年底开始，“superB太”用视频，
实实在在曝光了很多新老问题，泛滥的鬼
秤、价值80块的“螃蟹皮筋”、缩水的比萨、偷
换的海鲜……许多视频点赞量都达到百万
级别，这是真的让老百姓被戳中痛点、感同
身受了。数百万网友簇拥在一个博主身边，
表达着愤怒，学习着如何少吃亏，也一次次
对乱象表示“无可奈何”。当然“superB太”也
做了不少“有结果”的事，比如，张亮麻辣烫
就在被其曝光“缺斤短两”后，宣布将电子秤
全面升级。

随着曝光深入，“superB太”也开始被私
信恐吓，甚至网上爆出对他的“悬赏”，“十万
一条腿”。网友们群起转发，给他增加“热度
保护罩”。即便吃了流量红利，“superB太”也
越发像个孤胆英雄。

“superB太”成了孤胆英雄，也让人想起

零售领域的另一个“孤独者”——— 许昌的胖
东来超市。多年来，这个因为好口碑被多地
市民向往的超市，却难进外地市场。大家头
疼了多年的“螃蟹吸水皮筋”“压秤塑料袋”
问题，胖东来是这么处理的：用轻薄塑料袋，
螃蟹装袋后剪角放水，称重付款前给二次控
水，称重后再用干绳捆绑。

胖东来在告诉我们，这事儿也没那么
难。但颇为讽刺的是，教人避坑打假的博主
有了上千万拥趸；正常经营的超市却成了仿
佛遥不可及的行业标杆。这市场，还是很多
地方，偏离了该有的、正常的样子。

我们终究是不能让老百姓购物时，人人
手拿一个“准秤”的。该有的，是各地监管部
门更好地落实责任；相关行业协会也应加强
自律倡导，不能把缺斤短两、货不对板当成

“精明的”行业骄傲，反而令诚信经营者生存
困难，被迫随波逐流。

在“superB太”的视频里，我们经常听到
他说的一句话是“我知道我可能也改变不了
什么”；与之对应的是，经常有被抓包的商贩
理直气壮地说：“我这个秤本身就不准”“随
便你联系（市场监管）”……

前者的无奈和后者的无畏，应该让责任
者汗颜。

投稿邮箱：qilupinglun@sina.com

视频博主成了“孤胆英雄”，谁该汗颜

“刹”住“开门杀”，不能只靠教育
开车门是驾驶人和

乘客上下车必做的一个
动作，但如果不小心，也
可能酿成“开门杀”事
故。

3月21日，有媒体就
报道了这样一起案件。
江苏南通，涉事司机吴
某将车停放在停车位
后，在没有查看车后有

无车辆和行人的情况下突然打开车门，撞到
了正好从旁边经过的电动车，致使电动车驾
驶人死亡。最终，吴某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九个月。

吴某因“开门杀”被判刑，于法有据。视频
显示，吴某下车时并没有观察车后的情况，一
脚就蹬开车门，完全置他人的安危于不顾。这
种具有重大过错的行为被判定为交通肇事并
追究刑事责任，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近年来，随着城市汽车保有量增多，类似
的“开门杀”事故频频发生。一些事故现场十分
惨烈、惨痛，让人触目惊心，教训极其沉重。

如何避免“开门杀”事故，成为网民关注
的焦点。有观点认为，可以加强对驾驶人和
乘客的教育。这是必要的措施，但是只触及
问题的表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其实，驾驶人在驾校学习的时候，已经
学习了下车的规范动作。《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也明确规定“车辆停稳前不得开
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
辆和行人通行”，再加上媒体的宣传，可以
说，驾驶人和乘客所接受的教育已经够多
了，即便如此，“开门杀”还是没有“刹”住。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大程度是因
为一些驾驶人和乘客对此不在乎，存在惰性
心态、侥幸心理。就像吴某，但凡她在下车时
能按照驾校教授的规范动作做，确定好车后
的交通情况再开门，这起悲剧也不会发生。

由此可见，只有让驾乘人员始终绷紧安
全这根弦，才能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一方面，除了必要的教育和宣传外，司
法机关还要提高“开门杀”事故肇事者的惩
罚力度。只有让吴某这样的驾驶人受到法律
的严惩，才能让一些麻痹大意、心存侥幸心
理的驾驶人和乘客，知晓法律红线的刚性。

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不妨将“除了驾驶
人外，乘车人尽量从右侧下车”的建议“升
格”成法律法规。以法律的刚性，倒逼乘车人
自觉从右侧开门下车。

此外，采取技术的手段提防“开门杀”也
是个不错的破题思路。相关资料显示，防范

“开门杀”，“分段式开门法”是个很好的方
法。车企完全可以利用技术手段，让车辆内
侧的开门方式变成“分段式”。这样的话，驾
驶人或者乘客在开门时，就能观察到后方是
否有行人或者来车，减少甚至杜绝“开门杀”
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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