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怕被讹”难能可贵
有法律护航更可以大胆

9 月 25 日，河南新乡辉县一名八旬老人

骑三轮车摔倒，脚部受伤流血不止。上班途

中路过的好心人刘福波上前把老人抱到路

边，帮忙清理伤口并拨打 120。刘福波表示

之前扶过一位老奶奶结果被冤枉还挨了打，

但帮人不应该怕讹，不要想太多，先把人救了

再说。显然，必须首先确保自己的“安全”才

去做好事，既是对公序良俗的冲击，也无疑是

整个社会的危机。实际上，为了遏制讹人现

象，现在已经有地方立法规定被讹者“无须自

证清白”。有法律的护航，更可以大胆地“不

怕被讹”。 （烟台晚报 钱夙伟）

围堵婚车“讨喜钱”被拘
能否给婚礼恶俗画上句号

9月28日，陕西多名男子围堵婚车“讨喜

钱”的一段视频在网络传播，引发关注。近年

来，一些结婚车队遭遇过这种打着“讨喜钱”名

义的围追堵截。在我国传统婚庆风俗中，出于

营造热闹、喜庆氛围的需要，确实存在“讨喜

钱”这样的婚俗。但传统婚俗适用的对象、范

围、初衷，事实上是有着相应的界限、分寸，并

不是可以任性胡为的。不给钱不让过，而且不

能少给，与变相打劫无异。如此恶劣的做法，

不仅在婚俗层面上早已完全异化、变质，事实

上已涉嫌寻衅滋事。 （湖北日报 张贵峰）

女排精神的精髓不是常胜
而是不服输

在临近国庆的这些日子里，中国女排以

“N 连胜”的整齐姿势持续刷屏，成为一道亮

丽的风景。对于好几代人来说，不管是不是

球迷，女排都是一道难以绕过的风景。40 年

来的中国女排，几度低谷几度巅峰。人员在

变，技术战术也在变，但女排精神没有变，女

排精神再现光芒堪比“大圣归来”。事实上，

女排精神从未远去，因为女排精神不等于“常

胜精神”。在困境中不信命、不服输，永远坚

守希望、创造奇迹，才是女排精神最动人的地

方。 （新京报 西坡）

“儿童飙车”博赞
熊家长不重罚不长心

在高速公路上，稚气未脱的孩童手握方

向盘，狂飙出 120 公里的时速。旁边的家长

不仅不阻止，还兴奋地拍下视频并配文“快成

老司机了”——近日，发生在山西的荒唐一幕

经过社交媒体的传播很快登上热搜。这些

年，随着短视频走红，越来越多家长在追求点

击量的虚荣中化身“晒娃狂魔”，更有甚者为

了博眼球，不惜剑走偏锋，乃至越过法律的红

线。家长放任孩子在马路上“为非作歹”，背

后是法治意识的淡薄。也唯有从重从严，才

能遏制一些家长的违法冲动，呵护好我们的

道路安全，提升汽车时代的交通文明水位。

（长安观察微信公号 鲍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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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用善心、爱心、细心和耐

心呵护孩子们的幼小心灵，

用能够接受的方式授业解

惑，循循善诱、潜移默化，孩

子才有可能得到健康快乐的

成长。

高速服务区需要进一步转型

升级，以满足人们的出行需

求。

本报评论员
张炳剑

近日一则关于高速服务区里到底藏着什

么宝藏美食的帖子在杭州本地论坛上火了。

综合网友的爆料，本报记者对浙江境内多家

服务区进行了探访，整理出一份高速服务区

宝藏美食图。

在这份美食图里，几乎包含了浙江境内

久负盛名的一些美食，片儿川、小笼包、白切

鸡、羊肉面等等，国庆长假期间，若是自驾游

途中路过服务区，不妨按图索骥，去尝尝这些

令人惊艳的美食。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是浙江高速服务区

比较明显的特色。上过央视的网红店阿能

面，在长兴服务区就能吃到；全国盛名的嵊州

小笼包，在嵊州服务区就能品尝；宁海一绝长

街蛏子，在宁海服务区就能找到；开化闻名遐

迩的清水鱼和廿八都豆腐，在开化服务区也

能吃到；至于温州境内的桥头服务区，还能找

到温州特色美食鱼饼的踪影⋯⋯

在高速服务区里就能吃到这些美食，对

于旅途中的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十分美好的

事情。美食入腹，不仅能解馋解饥，还可以舒

缓心情，一扫赶路的疲惫。对于私家车出行

越来越方便的当下，高速服务区餐饮正有着

越来越大的需求。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高速服务

区的功能需求也有了变化。过去，人们到服

务区无非就是歇个脚、上个厕所，或者简单的

买点吃的喝的，而那时的服务区也只能提供

这些简单的需求。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对服

务区的需求从“标配”向“高配”转变。比如，

对于服务区的餐饮，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简

单、快捷和吃饱，而希望它还能提供满足口味

的需求。

2014 年交通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提升

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量的意见》，明文鼓励

社会资本进入服务区，特别强调“择优引进社

会知名品牌，推进专业化、连锁化经营管

理”。传统的高速服务区便一扫以往的那种

死气沉沉，开始焕发出生机。不仅像星巴克、

德克士、永和大王这类连锁品牌开始陆续进

入服务区，一些地方特色的餐饮品牌也相继

瞄准了这个市场。

除了服务区餐饮的不断升级，近些年来，

浙江省内的高速服务区的软硬件也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由原来比较单一的

功能转变为集休息、休闲、购物，甚至娱乐为

一体的综合性、多元化的综合服务体。其中

又以价格平民化、多竞争的多元化运营方式

等让人印象深刻。据了解，目前省内绝大多

数的服务区都已经能够满足多数家庭节假日

全家出游途中的各方面需求。

我们应该看到，服务区功能升级背后折

射出的其实是浙江经济的繁荣景象，以及浙

江民众不俗的消费力。正是有了庞大的市场

需求，市场化了的高速服务区才有了让自身

不断“高大上”的动力。

长远来看，人们对服务区的功能需求的

要求只会越来越高，而这种与日俱增的需求，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

因此，各地的高速服务区应该以此为契

机，进一步转型升级，以满足人们的出行需

求。在此过程中，尤为重要的是要增强服务

区人性化的服务意识，加强对服务区工作人

员的培训，提升服务区的服务水平，改善服务

区的整体服务供给，使高速服务区成为人们

出行旅途中的一道美丽的风景。

升级服务区，从美食开始

据本报报道，近日，杭州市下城区举办了

一场师生默契度测试，来自全区 30 所中小学

的 39 名先锋骨干班的班主任参加了考试。

面对突如其来的考试，即使参加考试的师生

事先并不知情，也不影响测试结果：大部分师

生配合默契，几乎是心灵相通；只有小部分师

生缺乏默契，学生认为重要的东西，却被老师

忽略了。

师生之间默契是教学互动如何的真实写

照。由“老师疼爱学生，学生全心配合老师”

所勾勒出来的师生和谐一体与教学相长图

景，是所有老师孜孜以求的和谐向上境界。

在引导学生健康成长过程中，老师要直面师

生纵向与横向之间在认识世界上的客观差

异，并在尊重这种差异性基础上维护孩子的

人格尊严，多听听孩子的这种差异性声音，用

学生能够接受的方式感染学生，这样才能让

孩子感知到老师对他（她）是“真爱”，孩子便

会因此更爱老师，长此以往，师生之间的默契

才能得以建立。

其实，孩子是老师的一面镜子，他们的言

谈举止是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举止成像结果。

老师在教学中的表达习惯、体态语言与面部表

情，孩子们都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出来。相较于

教科书上条条框框的教育理念，老师在教学实

操中的言传身教对学生影响更为深远。可以

说，“有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特

别是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学生，爱模仿是这个

年龄阶段孩子的特点。在孩子们眼里，老师们

说的都是权威，老师们的行为举止也是孩子们

争相模仿的对象，这对学生有着深刻的示范作

用，从默契度测试可窥见一斑。

现实生活中，孩子不只模仿老师，也模仿

家长。“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良好的家庭

教育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父母在孩子

家庭教育过程中担负着第一导师的角色，言行

举止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温暖的家庭更容易

教育出有爱的孩子。相反，家里矛盾尖锐或者

家长的不良习惯在孩子面前不加控制，则会对

孩子起到反面教育作用。因此，我们在教育孩

子过程中要摈弃传统教育理念，用现代文明教

育理念与方式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还要强调的是，孩子往往容易“好的不

学，学坏的”，所以必须努力让孩子模仿到积

极的一面，而且要持之以恒。近日，笔者朋友

的儿子上幼儿园第一天回来就跟妈妈哭鼻

子，说有小朋友骂他“你去死”。因为这件事，

小朋友很难过。朋友只能这样安慰孩子，她

还是小宝宝，她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一

个三四岁的小孩子何至于会如此出口成脏？

想必与家里的“教师们”的不良言行脱不了干

系。

因此，老师和家长要常照学生“模仿默

契”这面镜子，只有用善心、爱心、细心和耐心

呵护孩子们的幼小心灵，用能够接受的方式

授业解惑，循循善诱、潜移默化，孩子才有可

能得到健康快乐的成长。

“师生默契”是一面镜子

本报特约评论员
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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