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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以为…

视点华
声

非常语录…

本报近日连续推出大型系列
报道《华声帮-按线行驶》，在长
沙掀起声势浩大的“我是新公民，
我按线行驶”挑战活动。这项以文
明驾驶为主题的挑战活动得到公
交司机、 的哥、 私家车主们的响
应，近万名司机自愿贴上“按线行
驶”车贴……百天过去，这些向不
文明驾驶习惯宣战的挑战者们有
话要说：违规变道者不受罚，按线
行驶反被骂……如果有一个强有
力、系统的制度保障，文明行车的
车主将会更多。（本报24日A08、
A09版）

按线行驶“百日观察”得出的
结论是： 在长沙按线行驶为什么
这么难？ 估计这也是国内许多城
市交通状况的共同特征。与香港、
新加坡， 及西方国家的城市交通
相比，那种井井有条，那种车流如
水，我们只有羡慕、叹气的份。

制度与驾车人达到良性循
环，是城市文明的标志。而反观长
沙，不按线行驶现象普遍，其带来
的直接后果就是，交通堵塞，险象
环生，但极少数人从中“获益”。如
果你是驾车人， 在长沙你会经常
遇到：强行插车，哪管你急刹车，

后面一长龙跟着踩刹车；骑线行驶，
或打电话或抽烟或悠哉游哉， 引得
两条车龙被压在后面徒唤奈何；一
忽儿左一忽儿右， 时刻想占据最有
利的位置，让别人无所适从；慢慢悠
悠开着车，好似百岁老太太逛街，全
然不顾及他人感受； 更有抢道争先
者，多车道里随意变道，把车开得泥
鳅似的， 只要有条缝就要钻进去
……一些西方国家， 道路不比我们
的宽，车还比我们要多，可人家很少
堵车，因为他们按线行驶，所有的驾
驶员开车时都一律平等， 受法规和
道德约束，而不是任意胡为。

交通拥堵很多时候不是路的问
题，而是人的问题。行车如做人，车
品如人品。在这个“万事由我做主”
的小范围内， 一个人品德上如有瑕
疵，如自私、轻狂的本性，开起车来
就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并经常被
放大。长沙的行车乱象，说到底，是
人的素质问题。

无论是私家车主还是职业司
机，行车必须将安全放在首位。但如
果一味强调安全， 而忽略了适当的
行车速度， 那么汽车文明的核心价
值———快捷和效率，就基本丧失了。
而过于注重行车速度， 安全性被抛

到了脑后，到头来又会好事变坏事，
害己又害人。显然，在安全与速度之
间，寻找最佳的平衡状态，是道路交
通的理想选择。

制度的约束力及其合理性，在
这里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大家都遵
守红绿灯信号，不抢行，不慢行，快
速有序通过，就不会造成道路拥堵。
而只有加强文明教育， 严厉惩罚措
施，才能扭转车德缺失现状，进而打
破“谁不守规矩谁就能快速达到目
的”的怪圈。这样，一个和谐有序的
汽车社会才有望构建起来。

■本报评论员 吴晓华

“你要是敢干涉吃狗肉，他们
会提刀杀人的!”

尽管动物保护者再三抗议，
但是近日， 一年一度的广西玉林
“荔枝狗肉节” 依然如期举行。吃
狗、饮酒、品荔枝让不少食客兴奋
得脱掉上衣。 但爱狗的人们也纷
纷从全国各地赶来阻止宠物犬惨
死屠刀下，玉林一官员苦笑道。

下里巴人： 用了亿万年爬上
食物链的顶端不是为了吃素食
的。

口渴的非鱼： 吃不吃狗肉不
重要! 重要的是他人合法饮食权
利不被侵犯!不被侮辱!

明星是我： 劝大家不要吃狗
肉， 是为了让大家做一个有爱心
的人。

萝翠：狗是人类的朋友啊，最
忠诚的伙伴。希望不被屠杀。

“我去见女朋友， 网上认识
的，第一次见面。我的手机
不好， 拿着你的手机有面
子。”

温州的瞿先生见有人偷走
手机，就用室友的手机拨打自己
的手机，希望说动小偷归还手机。
没过多久，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小
偷为索要开机密码向室友手机
连发20来条短信， 做瞿先生的
“思想工作”。

为爱守候： 偷来的东西向人
家要密码，做梦吧。

行侠仗义：这个小偷有点傻，
他没想到这样会被抓吗？

诸葛先生： 也许真是借来一
用，不然也不敢暴露自己了。

虾米：先生，我要结婚了，网
上认识的，用你的房子倍儿有面
子，请给我你的房子吧。

被称为“中国好考生”的黄
子恒，高考成绩为290分，距三本
线还差187分。 这个成绩出乎黄
子恒的预料。 老师遗憾地说，按
平时成绩他可以上三本学校。校
方称黄曾想报考师范院校，学校
为此向全国十多所师范学校发
了推荐信，目前还没有回音。（据
6月24日《新京报》）

黄子恒在道德答卷上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在高考
上却铩羽而回。或许这一切早在
人的意料之中。毕竟黄子恒的义
举在高考这场充满硝烟味道的
全民竞赛中显得异常。

国内学者钱理群指出，我们
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
的利己主义者， 他们高智商，世
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

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
的。高考成绩为290分，在利己主
义教育体系下是不合格的，在唯
分数论下恐怕没人认为黄同学
是好孩子，好学生，如果没有此
义举，恐怕这连三本都够不上的
考分会成为他一生的缺憾，随时
都有可能被他人抬出来指指戳
戳。

毋庸置疑，在传统的评价机
制下， 黄同学不是一个好学生。
然而， 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缺憾，
能够让黄同学做出与他人不同
的举动，使他在人生路上有时间
看风景，更多地关注身边的人和
事。“失之东隅，失之桑榆”说的
便是这个道理。

传统视角下的“差生”做出
了让许多尖子生无暇去做的事

情，这本身就值得研究。黄同学所
在的学校出于对黄同学的爱护，
希望有学校破格录取他， 这又回
到了对旧的评价体系的认同上
来。 其实大学不过是一张门票，
更多的人将大学毕业证书作为敲
门砖头。有人戏言，北大清华的是
卧铺，普通本科的是硬座，专科的
是站票。 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学生
的确能够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顺
畅， 但并不代表他们能够走得更
高远。

其实， 黄同学的行动已经为
他赢得了社会的入场券， 而有大
学愿意破格录用黄同学更好，如
果没有，他也不必感到沮丧。笔者
相信黄同学自身就是一张通行
证， 必定能够在人生道路上走得
更远。 ■钱兆成

行车如做人，车品如人品

290分：虽为遗憾，却也完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