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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家门口摆放着鞋柜，楼道里放着婴儿车、

儿童滑板车，楼梯口堆着纸板箱、塑料箱、植物

等各种杂物⋯⋯在杭州各大住宅小区里，这样

的现象很常见。据《钱江晚报》报道，最近位于

江河汇板块的高端住宅小区凤起钱潮内，31户

业主因为在楼道放置鞋柜，被社区和物业下达

了整改通知单，要求业主三天内搬走鞋柜或自

行拆除，逾期未处理的将由四季青街道处置。

在杭州四季青街道，这样的小区还不止一个，

住户多达6000多人的安置房小区水湘人家西

苑，更是率先实现了楼道无鞋柜、杂物。

楼道里放各种杂物、鞋柜，不是什么新鲜

事。随便挑一个城市，进一个小区，总能看到

不少楼梯口或者走廊处，有各种各样的物品。

有的非常脏乱差，甚至与上个世纪筒子楼杂物

满满拥挤不堪的楼道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人认为，楼道空着也是空着，放点杂物有

什么大不了的，不要大惊小怪，没事找事。而且

公共区域也是业主花钱买的，业主有权决定如

何使用。但实际上，这种情况泛滥，一方面确实

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另一方面，也把环境搞乱

了，有碍观瞻不说，出行也多了许多不便。

就现实而言，因为楼道杂物堆放引发的

悲剧，不胜枚举。比如，2013 年，北京一小区

蔡某在楼道堆放的浴霸和纸板箱，引起楼道

起火，邻居纪某从 5 楼窗户跳下，不幸身亡。

2018 年，四川资阳市雁江区一小区楼道内杂

物起火，造成8人受伤。

所以，千万别小看楼道里放杂物这事，其

可能在不经意间，就会刺痛文明与安全，造成

无法挽回的损失。别等悲剧发生了，再后

悔。业主当然有权决定如何使用公区，但业

主无权放大社会公共安全的风险，无权因为

自己的事，影响公共利益。

了解完楼道杂物的现实风险后，再来审

视四季青街道对楼道鞋柜、杂物的整治，或许

能多几分理解和配合。整治楼道安全隐患，

绝不是没事找事，恰恰是为了更好守护居民

安全，这也是每一个居民该有的共识。

小区楼道的环境治理，也不能全靠社区

和物业严格管理，社区物业管得再严，居民不

配合，也无济于事。长远来看，还是要每个业

主形成文明习惯，让守护楼道整洁成为共同

的自觉行为，让你我他都来守护小区的文明

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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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默城

近日，宁波镇海的小李在超市购买了一瓶

酸奶，结账时发现酸奶过期了一分钟。小李为此

向超市提出索赔1000元，但遭到超市的拒绝。

于是，他向法院提起诉讼，经过调解，最终当事双

方达成和解，由超市赔偿小李400元。

一次普通的购物行为因为一分钟之差产

生了戏剧性的结果。一分钟之差，过期了，那

一分钟也许是刷条形码刷得慢了些，也许是

顾客拿在手里多逛了几圈。

专家解释，临界时间点以小票上显示的

详细时间为准，在此之前，酸奶的一切问题均

由商家负责；此后，由顾客负责。“因此，即便

相差一秒钟，超市也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这看起来是不是有点荒唐，一分钟真能

改变这么多东西吗？从物体本身而言显然不

是的，一分钟内，正常情况下，一个好东西不

可能毫无征兆地变成坏东西，但是从法规上

说，它已经是个不可食用的东西了。

可以这么理解，这瓶酸奶是从规则意义

上过期了，不代表食物的真实状况。它可能

真的坏了，也可能根本没坏，谁知道呢？你只

有打开以后经过检测才知道，可是从科学意

义上说，你打开的这盒牛奶已经不是刚刚那

盒牛奶了，所以，一定要分出个是非来是没有

意义的。

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类似的现象，比如

个税起征点为什么是月收入 5000 元，月薪

4999 元的为什么不用缴税？比如少考一分，

一人金榜题名，一人名落孙山，可是这天差地

别的一分反映到现实中的真实能力，真有那

么大的差距吗？

这就是规则，设立临界时间起到的是区

分界定的作用，区间是可以把握的，但具体到

哪个点，就没有多少道理可讲。

刚性正是规则的可贵之处，如果像面团一

样可以揉来揉去，那规则就不能称之为规则。过

期一分钟的冤枉，那两分钟呢，三分钟呢？

规则不一定最正确、最合理，但无疑是最

公平的，童叟无欺。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遵守

规则，维护规则。

无以规则，不成方圆无以规则，不成方圆 有感
而
发

小孩子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

候给成人世界上一课。

刷手机的时候，偶然刷到一场

音乐会的视频，台上乐队在演奏，

台下小观众跟着唱，有的孩子看上

去才五六岁，也随着节奏一边跳一

边唱，乐队指挥不时转过身来指挥

孩子，孩子们唱得更起劲了⋯⋯音

乐会变成了一场大合唱，气氛之热

烈、活跃，乐队与小观众互动之默

契，很是少见。这是 8 月 28 日在长

沙举办的“歌声与微笑”大型交响

亲子音乐会上的一幕。

孩子们唱的是一首由陈奕迅唱

红的歌曲《孤勇者》，是动画片《英雄

联盟：双城之战》的主题歌。时间不

长，《孤勇者》已经出圈到儿童界，从

幼儿园到小学六年级，通吃。

很多网友不解，或者感慨：为什

么小孩子总是被成人的流行歌曲征

服？为什么没有专为儿童写的歌曲

能够被他们喜欢到这种程度？为什

么小孩子那么喜欢《孤勇者》？

歌曲是精神产品，一首歌曲被

儿童喜欢，必有精神上的契合。要

创作出被儿童喜爱的作品，一定要

了解儿童，懂得儿童，懂得他们的

内心；要坚持儿童本位，即站在他

们的位置上，从他们的需求出发，

表达他们的情感，作品才有可能被

他们喜欢。

网上有人晒出小孩子写的类

似读后感的文字，说他们喜欢《孤

勇者》，是因为这首歌能给他们力

量。为什么需要力量？成人世界

理解他们的处境吗？

了解孩子之难，在于孩子未必

能把自己的内心都描述出来，还在

于成人未必都能听懂孩子的表达；

这就需要对儿童世界的持续关注，

最重要的是用心去倾听。鲁迅说：

“创作总根于爱。”（《而已集·小杂

感》）爱儿童，就是爱成人自己的未

来。过于功利，过于现实，是不可

能爱未来的。如果来自成人的爱

太少，孩子容易成为“孤勇者”。

本报评论员 戎国强

童心更需用心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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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高路

人生在世，最怕什么？估计怕老应该是

排在前三位的。这一点，刚刚被河北某影城

的观影推文印证了。

8 月 30 日，河北省邢台市清河金棕榈影

城发布观影活动，推荐文字开头写道：“转发

此文章到朋友圈，即可携同家中老人（1970

年—1985 年）一同免费观看 8 月 31 日 14：10

《隐入尘烟》。”社交媒体上，不少博主将这句

话截图散发，很快成为热点话题。而网友们

议论的焦点不在电影，却在关于老人年龄段

的表述上。

生于1985年，才37岁，怎么就成“家中老

人”了，不少网友不乐意了，表示：受到了一万

点伤害。次日，影城在接受采访中回应：写错

了，就是一句调侃，并把观影推文中的“老人”

改成“家人”。

事情至此，没有眼泪，也没有伤害，有的

是生于 1970 至 1985 年这一年龄段的人自我

调侃，使本来隐入尘烟的一股焦虑显现、发

散，很多人怕想都没想，也来不及准备，而生

命，已老之将至。

37 岁至 52 岁，据我们的常识，大体属中

年人行列。古人三十而立，如今的现实，35

岁是道坎，超过这个年龄在职业上还是新人，

自然是不受欢迎的。而 37 岁往上走的年纪，

大多上有老下有小的，再拿了岁数说事未免

尴尬，是往上参照，还是往下参照？都不合

适，让谁忽悠谁好呢？

当然，影城是卡着年龄，忽悠小一辈带父

母看电影，还免费的。就算是一种营销手段，

初衷是好的。纵观整个人生，中年最苦、最累、

最忙，忙到没有时间进电影院。还要忝列“老”

字辈，等子辈带着看免费电影。一边扎心一

边伤心：父母尚在，孩子未独立，不敢老呀。

人未老，被称“老”，37 岁至 52 岁的一群

人，忽然变玻璃心了。中年就是这样一个瞻

前顾后的年龄，既不能超脱于当下，又不敢回

望过去，想象未来。但其实真正抑制中年人

的，是一味地崇拜青春，厌弃老去的意识。

一句调侃上热搜，戳中的是中年人的怕

老焦虑。但人生自古谁不老？怕老，很正常；

不怕老，才怪呢。不如就和年龄做朋友吧。

走，和家中的年轻人一起，出去看场免费电

影，特别好。

豁达来风凉

一 句 调 侃 上
热搜，戳中的
是 中 年 人 的
怕老焦虑。

本报评论员
陈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