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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个论

突发事件固然是宣传的极好

契机，但毕竟可遇而不可求，

可以时刻准备顺势而为，但

绝不能坐等新闻，还需从长

计议，功在平时。

但最重要的是通过大数据等

技术手段，对驾驶人身份的

查验保持动态监控，这需要

有可视可触的安全措施。

本报评论员
张炳剑

特别不希望看到的是功利性

旅游，把南极当成打卡地。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因为担心自己

刚学会的开车技能荒废了，耽误驾照考试，20

岁的珠海某高校大三学生彭某和两位已经考

了驾照的同学，扫码租了一辆共享汽车在马

路上练手，被执勤的交警发现。

正在学车的人，如果向亲友借车练习，难

度相对会比较大，一方面，很多人会舍不得自

己的车，另一方面，因为是自己的车，很多人

的责任意识就会比较强，担心出了事会牵连

到自己。但对于共享汽车来说，很多人对这

两方面的认识就不一样了，那些用自己的账

号帮忙借车的人大概觉得反正不是自己的

车，就算是出了点状况，跟自己也没啥关系。

在网上稍微查询了下相关信息，类似彭某

及其同学这样把共享汽车拿来练手的情况还挺

普遍，而且很多人直到被处罚后才意识到，这种

行为也是违法行为。事实上，根据交通法规，无

证驾驶被抓不但要被拘留和罚款，发生事故保

险公司也不赔偿。而用自己的账号帮忙借车的

人，同样将面临被罚款及吊销驾驶证的处罚。

这无疑暴露出了共享汽车的一个安全漏洞，即

如何防范类似彭某这样的无证人员驾驶其上马

路。当然，有人会说，这不该是共享汽车该承担

的责任。用户注册时有驾照认证环节，无证人

员是无法注册的，应该说平台已经尽到了责

任。至于此后，一些无证人员通过注册用户使

用共享汽车，从平台来说，对这类行为无法监

管。表面看，道理似乎说得通，但深层次探究，

却不是这个味。作为盈利性的商业行为，因为

共享汽车的大量投放，使得一些无证人员获得

汽车变得更为便利，从而增加了社会的安全风

险，增加了社会的管理成本，这当然就需要企业

来承担一部分由此带来的责任。

如今，共享汽车在许多城市都已经十分普

遍，随之而来的类似上述的安全问题及衍生问

题，已经不容忽视。

由于共享汽车的易取得性，不少驾驶新手

使用共享汽车练车试驾。这种情况应当引起平

台管理方的重视。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处于实

习期的驾驶员不可以独自驾车上高速且应在车

身后贴上实习标志。但是如今因为刚刚兴起，

共享汽车分时租赁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缺乏相

关行业规范，行业协会及相关监管部门亦未就

分时租赁合同订立及内容给予充分指导。平台

应该对驾龄作出要求，经验比较丰富遇到紧急

情况才能比较好的处理；同时也要对身体条件

有要求，比如必须健康、不能有精神障碍、不能

有吸毒史等。这些需要租赁平台规范驾驶人资

质审核，比如逐渐强化对驾驶人身份查验的技

术能力，运用人脸识别、指纹识别、随机识别等

手段，以确保车、证、人相一致。同时，建立黑名

单制度，取消账号外借注册人的用户资格等等。

但最重要的是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

驾驶人身份的查验保持动态监控，这需要有可

视可触的安全措施。比如，这辆车到底是否是

用户自己在驾驶？有没有被他转借他人？如果

车辆有了小故障，是继续“带病上路”，还是“下

线处理”？这些，以及更多的事关安全的细节，

都应该成为消费者的可视数据。唯有如此，共

享汽车的安全性才能让用户真正放心。

共享汽车带病上路，安全漏洞岂能无视

据央视报道，9月10日，自然资源部网站

挂出《赴南极长城站开展旅游活动申请指南

（试行）》，开放赴南极长城站旅游申请。以前

要在南极大陆上暂住和飞往南极点等旅游路

线，总花费估计在 70 万元以上。随着自然资

源部开放对长城站的旅游申请，此类路线价

格可能会迎来降价。

不久的将来，在中国的南极科考站里，看

看享受美食，不再是奢望。设想很美好，担心

一点不少。不少人发出疑问，人类最后一块净

土，我们真的要去打扰它吗？长城站会不会成

为一个喧嚣的集市？珠峰就是前车之鉴，人满

为患，一票难求，有谱没谱的都来登珠峰，有些

人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着当地专业的登山导游

拉着、拽着，甚至抬着登上了珠峰。还有人先

坐直升机飞大半程，赢在起跑线上，珠峰成顶

级炫富之地，朋友圈里的终极晒图利器。

这几年，极地探险，极限运动进入普通人

的视野。珠峰、南极、北极游方兴未艾，太空

也提上议事日程。随着科技进步，保障能力

增强，会有越来越多原来的生命禁区对普通

人开放，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体验这

趟神奇之旅，这是前所未有的。而问题也一

点点暴露出来，南极游乱象也不少。目前中

国游客都是通过别的国家转道南极的，日渐

火爆的南极游给环境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2014 年初，大批游客参观南极长城站曾一度

引发争议。当年春节期间，一个上百人组成

的旅游团前往长城站参观。面对忽然来访的

游客，科考站有限的资源很难应对。

极地游对普通人开放，这毋庸置疑是有

积极意义的，可是有必要提醒那些想行动的

人，如果你有幸持有船票，不知道你心里会想

些什么，是洋洋自得，还是对大自然的敬畏？

是怀着梦想，还是打着算盘？大老远，花这么

大代价跑到南极去，除了猎奇以外，还能不能

有更有意义一点的安排？还是那句话，金钱

是自己的，但资源是大家的。长城科考站对

外开门，幸运儿永远只能是少数，但每去一个

人，我们身边就会多一个对南极了解的人，多

一个科学精神探索精神的目击者，也多一个

民间科普队员、环境保护的支持者，如果多从

这些角度考虑问题，南极之行将有意义得多。

而这扇门能开多大开多久，除了承载能

力，一部分原因还要看游客的素质。该做的

功课不能落下，南极毕竟不是普通景区，科考

站也不是宾馆卖场，这里有一套完全不同于

日常生活的规范，而且自然环境恶劣，风险极

高。别的不说，哪里能去哪不能去，哪些事能

做哪些不能，这些总该弄明白吧。

这些基础的自我管理一定得做好，不然，

你就会成为别人的负担，就会成为麻烦制造

者。科考人员是承担着科研任务的，总不能

让他们整天围着游客转吧。谁也不希望南极

游成为一个垃圾随地丢弃，游客大声喧哗，自

由散漫的景点。

自然资源部的这份指南既是指引，也是

规范，值得所有参与者、组织者好好读一读。

特别是组织者，要起到应有的作用。管理部

门不妨引入黑名单制度，将那些做得不好的

单位排除在旅游名单以外，形成必要的约束。

特别不希望看到的是功利性旅游，把南

极当成打卡地。相比于登上地球之巅的珠

峰，能站上南极这片土地确实有着非凡的意

义，它可以是梦幻之旅、科学之旅，但绝对不

应该是炫富之旅、功利之旅。

金钱是自己的，资源是大家的

这个中秋，杭师大钱江学院 2016 级学生

陈婧琦过得很充实。据本报报道，因为一次

学以致用的现场急救，她挽救了一个陌生人

的生命，收获点赞，还因此获得阿里天天正能

量的奖金5000元。

9月9日晚上，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候机

厅，一男子突发心源性猝死，生死100秒内，等

待登机回杭返校的陈婧琦及时伸出援手，将上

学期考试时学过的除颤仪知识用于实践，通过

紧急心肺复苏和自动体外除颤仪（AED）除颤，

挽救了患者生命。网友们纷纷称赞这位关键时

刻见义勇为的姑娘“人美心更美”。人生在世，

谁都可能遭遇意外，如潮般的赞誉，无疑也折射

了公众对危急时刻获得及时救助的渴盼。

相比发达国家30%-40%的应急救护技能

普及率，我国急救技能不到1%的普及比例，我

国的大多数公众并不具有最基本的急救技能。

就以在这次急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的“救命神器”自动体外除颤仪（AED）为例，

很多人都闻所未闻。据悉，很多场合都有配

置的“救命神器”AED，简单易用，像傻瓜式

照相机一样，它会有语音提示，跟着做就行

了。也就是说，当你发现一个人失去反应且

没有正常呼吸，即便你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

只要遵从机器的指示，就可以挽救生命。但

问题是很多人不知道有这款“宝贝”。就算知

道了，如果没有一定的宣传演示，紧急时刻，

敢拿出来用吗？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次“完

美急救”不仅救了一个人的生命，更起了普及

宣传急救知识和技能的功效，可谓善莫大焉。

类似的事情，几个月前也有过一次。今

年6月17日中午，衢州某学校餐厅内，一位六

年级男生进餐时吞咽不慎，一块馒头滑入气

管，同桌吃饭的同学见状立刻向当班陪餐教师

刘绍光报告。十分庆幸的是，刘老师之前恰好

在网上看过海姆立克急救法的相关视频，在慌

乱中急中生智，下意识地就用了上面教的方

法，助其吐出气管内的馒头，转危为安。

恕我孤陋，在这件事情之前从未听闻什么

海姆立克急救法。看了媒体图文并茂的详细报

道后，才知道原来是一个被洋气的名字所遮盖

的“土方法”，简便易学，人人皆可以做到。但如

果不是因为一桩突发事件，即便听到这样的名

字，恐怕也不会有兴趣深入了解一下。诚如一

位阿里工作人员所言：“一次准确、及时、完美的

急救实践，胜过一百次空泛的宣传。”

当然，急救知识技能的普及宣传，不能一

味依赖类似的暖闻。突发事件固然是宣传的极

好契机，但毕竟可遇而不可求，可以时刻准备顺

势而为，但绝不能坐等新闻，还需从长计议，功

在平时。令人欣喜的是，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

这一问题。今年7月份印发的《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年）》明确提出中小学健康促进行

动，把学生健康知识、急救知识，特别是心肺复

苏纳入考试内容，把健康知识、急救知识的掌握

程度和体质健康测试情况作为学校学生评优评

先、毕业考核和升学的重要指标。

据急救专家介绍，普通人通过急救技术

培训不是一件复杂的事，现有的课程，只需要

两三个小时就能掌握。只要真正贯彻落实，

应急救护技能的普及理应不是难事。到那个

时候，女大学生“百秒急救”之类的事情，很可

能就成为寻常之事了。

一次完美的急救，胜过一百次空泛的宣传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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