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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高清无码！杭州多人被曝光！网友刷

屏：该！》报道经本报官微推送后，引发了用

户、网友和读者的热议，评论刷屏！对于开车

刷手机的交通违法行为，很多人有亲眼目击、

亲身体会，也有切肤之痛。

美术课代表：建议边开车边弄手机的分

全部扣完！害人害己！

诗曼华贸鞋城：最好一次性 12 分都扣

光。有时候路况本来就不是很好，超过前面

的车一看原来是在玩手机，看着就火。

杨林月：开车玩手机，拿自己和别人的生

命开玩笑，这种行为该处该罚！

J.：希望严查网约车，路上随意打电话，

龟速行驶，边开边打电话，想停就停，想转弯

就转弯。

青鱼：我说我总能看到开车的人，同时玩

着两部手机呢。

乌六斌：高速开车玩手机，前方没有任何

车辆，动不动就刹车，危险啊!

大太阳 Sun.：有天晚上高速回杭，儿子

说：“妈妈，这个货车司机边开车边看 ipad！”

震惊了我！

See_U-Zou：2020年，因为司机玩手机

被撞，住院两个月，人生被毁了一大半！希望

杭州能够落实这个处罚，让很多跟我类似的

行人行走有保障！

Oh Eudora：作为电瓶车的一员，骑电

瓶车玩手机真的不能理解，太危险了。要么

先停下来处理完事情。

球球球球：骑电动车玩手机、刷视频、看

小说追剧的,麻烦也查一查。有些人还装了

个支架，有些人直接用手拿着，我真的是醉

了。

zqoyab：昨天还看到一个骑电动车的，

在玩“羊了个羊”。

不准叫我傻子：看见好多外卖小哥骑着

电动车，抢单、接单、送单、闯红灯，在机动车

道横穿⋯⋯太危险了！

Jin：外卖小哥骑车看手机的多了去了，

而且骑速很快。这是极其危险的。看手机可

以停在路边看一下再骑嘛！建议重点教育。

老陶：开车玩手机和骑车玩手机，其实就

是在玩命。玩自己的命就算了，千万不要把

别人的命也搭上，人家不欠你。

A -候：走路过马路看手机的也很多。

最好一次性12分扣完最好一次性12分扣完

开车玩手机，危害不一般

本报评论员 高路：意外往往就发生在低

头的一瞬间。很多驾驶员总以为，只是看一

下手机没啥关系。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江苏一公交车司机，7 分钟内看手机 39

次，因此撞上了骑车过路的老人，并致其死

亡。类似的交通事故已经发生过多起，甚至

还有直接撞上护栏，车毁人亡。

开车玩手机，说它是“马路杀手”，一点都

不为过。在低头的那几秒时间里，车子在飞

快地行进，前方可能有弯道，别的车辆可能变

道，路面上可能有异物，任何状况都可能发

生。而司机对此一无所知，这个时候车辆其

实处于事实上的失控状态。如果是在高速路

上，那车速更快，更容易发生意外；即便是城

市道路，也是路况复杂，车道多车辆多，行人

也多，复杂的交通状况需要全神贯注。而开

车玩手机发微信的反应时间，甚至比酒驾后

的还长，足见其危险性。

血一般的教训一次次摆在眼前，不要心

存侥幸，不要等到事故发生才追悔莫及，这样

的代价是付不起的。

增加震慑力，如此曝光可以有

本报评论员 陈江：开车玩手机，潜在的

交通安全隐患是非常高的。执法部门对这种

违法行为进行曝光，可以说是一种实在招式，

也是为百姓的生命和公共秩序安全着想，这

样的曝光可以有。

一般情形下，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司机被

查到开车玩手机，处罚无非是扣分罚款，起到

的警示作用终归有限。在罚款扣分的基础

上，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这是一种附加惩

罚。这种加重措施，对一个爱惜名誉、好面子

的人来说，产生的震慑力是相当大的。

都说“人有脸，树有皮”嘛，试想一下，如

果将一个人的违法行为曝光于众人面前，这

直接会刺痛交通违法者的神经，让其如芒刺

在背，坐卧不安，不敢放纵自身的行为，责任

意识和守法意识都会增强。

公共交通的参与者，都有维护公共交通

安全的责任。换言之，交通安全，人人有责。

曝光交通违法行为，让人红红脸，出出汗，是

为了让交通出行更加安全。这也正是警示教

育的意义。

开车不玩手机，需要自律自控

本报评论员 项向荣：很多人并不是不知

道开车时玩手机是危险行为，但对手机的依

赖又常常使他产生侥幸心理，以为只是“低头

两三秒钟”，接个电话回个微信。但危险往往

就在这一瞬间发生，车速每小时 60 公里时，

低头看手机 3 秒，就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 50

米左右。

对于开车玩手机，要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加强对驾驶员的管理和约束，要让他们明白，

开车玩手机危害不亚于酒驾，要和酒驾一样

从重处罚才能抑制。

除此之外，从内因上来说，还是要加强自

律自控。要明白，开车玩手机，危及的是自己

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因此，脑袋里要绷紧弦，

开车时一定要摆脱对手机的迷恋和依赖，必

须明白生命大于天。

自律自控就是一项自我管理。开车是一

项较为复杂的行为，需要全神贯注地关注周

围环境。珍爱生命，需要加强自律自控，杜绝

分心驾驶；人生赢在自律自控，先从开车不玩

手机做起。

开车玩手机，要和酒驾一样重罚开车玩手机，要和酒驾一样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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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智商有限，所以请太聪明的同学不要

联系我。”

“本人双子座，性格多变，所以请心理承受

度较低的同学不要联系我。”

这份自嘲式的官网简历，来自南开大学的

教授胡金牛。胡教授写自己出国开展博士后及

访问学者研究经历，“主要是当时找不到工作”；

介绍自己的教学课程，其中有门课“常因为选课

人少停课”；说到自己被评为天津 131 创新型科

技人才，“没啥成绩，是被人强拉进去的”⋯⋯

没有一句夸夸其谈，全是略带幽默的“自

黑”，让人看后感觉好笑，又发自内心地觉得真

是牛气。

无独有偶，南开大学陈璟教授的简历亦是

如此。这两位教授的个人简历，真是与众不

同。生活中大部分人做自我介绍，都喜欢把自

己整得“高大上”一点，恨不得扯了各种名头往

身上贴金，若是学者还得吹嘘一下严肃艰深的

学术成果，很少有人会反其道而行之。胡陈两

位教授不走寻常路，简直是学术界的一股清流。

虽然简历通篇充满了自嘲，但没有人会因

此轻视低调谦虚的教授。相反，觉得这样的教

授真诚可爱，他们颠覆了人们头脑中的刻板印

象：埋首于书本钻研学术的教授，原来也和我们

一样吃着五谷杂粮，也有坎坷和不得已，上课也

有不受学生欢迎的时候。这种坦白和率真，接

通了学术精英和普通人之间的地气，进而带来

破圈效应，让大家由衷地尊重科学和学者。

一份简历，或许展现的是文风和个性，却又

不止于此。窥一斑而见全豹，某种程度上，它又

凸显了学风和谦逊的人生态度。对比于当下吹

牛型、忽悠型的学者专家，两位教授坦陈自身的

缺点，自己是什么样子毫不隐瞒，向网友和学生

展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学术水准处于什么样的

段位，也有一说一，不为赚专家费、讲课费粉饰

学界完美人设，反而给人俯下身子、接地气、讲

人话、求真务实的知识分子形象。

自嘲式简历走红，并非是一种偶然。事实上，

在“好笑好牛”的表象下面，蕴藏的是一份真情实

感、真牛的底气。都说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

师。人们对胡金牛等教授表示的赞许，实则是社

会对真才实学的激赏，以及对大学之大的期待。

真情实感，凸显真才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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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给杭州交警官方微信后台留言，希望严查开车玩手机的违法行为。事实上，严查开车玩手机，杭州交警一直在行动。

9月17日晚，杭州交警回复：@网友，你们的要求安排上了，并且公布了一组开车打手机被抓拍的人。拍摄地点包括：西湖大道、秋涛北路、

庆春路、延安路等路口。网友们给交警部门纷纷点赞。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开车玩手机？曝光这些交通违法行为有什么警示意义？作为个人又该如何提高自我约束？对此，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评

论员们议论开来——

本报评论员
陈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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