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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生在山西阳泉某婚礼现场的一则新闻引发热

议。视频中，多名男子七手八脚将新娘推在电线杆上，有人

拿胶带将新娘往电线杆上绑。新娘多次喊叫，但无人理会，

最终新娘弯着腿被绑在电线杆上，这一幕让人瞠目结舌。尽

管事后当地社区通报称此为“预先设置的游戏环节”，涉事人

员也表达了歉意，但事情本身所暴露的问题远非一句“游戏”

能轻易化解。

坦白说，“结婚时闹一闹”，各地都有这样的习俗，但任何

习俗的存续，都应建立在尊重个体、符合社会道德和法律规

范的基础之上。任何以“习俗”为名的行为都不能成为侵犯

他人尊严、伤害他人情感的借口。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传统习俗已经或正在经历

着去伪存真、去糟取精的过程。那些不合时宜、有悖公序良

俗的旧习，理应被改良或摒弃，而不是被当作“有趣”的噱头

加以宣扬和实践。

在此事件中，将新娘绑在电线杆上的行为显然已经超出

了正常婚礼习俗的范畴，触碰了社会道德的底线。新娘作为

婚礼的主角，本应享有被尊重与呵护的权利，而非成为他人

恶作剧或娱乐的牺牲品。这种以习俗为幌子的胡闹行为，不

仅是对新娘个人尊严的冒犯，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社会公序

良俗的侵蚀。

更令人担忧的是，此类事件并非个例。近年来，一些地

方出现了将低俗、恶俗乃至危险的行为，包装成“婚俗习惯”

的现象。例如，有新娘或伴娘在婚礼上被人扒衣，甚至有新

郎被人追打造成车祸等。这些对新人进行恶作剧甚至侮辱

的现象，成为一种社会陋习。

因此，对于闹过头的“婚闹”，不能仅停留在谴责与批评

的层面，更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反思与有效的制约。同时，进

一步加大对传统习俗的引导与规范力度，提高公众的法律意

识与道德素养，明确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边界，自觉抵制和反

对任何形式的恶俗行为。

应该看到，每一个个体的觉醒与行动，都是推动社会进

步的重要力量。作为社会的一员，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

维护社会的和谐与文明风尚，去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与权

利。在面对类似事件时，个人不仅要敢于发声，表达对恶趣

味行为的不满与谴责，公众还要勇于制止，通过言行去影响

和带动周围的人一起抵制。另外，基层组织和社区机构也要

有所作为。如此，将胡闹当有趣、以习俗为名的恶趣味才能

得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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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汉江师范学院官微推送的“55 岁

宿管阿姨疯狂学习英语，只因这份热爱与执

着”一文，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亲手栽苗岁月长，今朝已见绿荫凉。”这

位给自己的社交账号取名为“快乐的宿管”的

胡云波阿姨，不仅在唱歌跳舞、书法剪纸等方

面技艺高超，更以爱心和关怀赢得了留学生

的爱戴，成为深受学生喜爱的“胡妈妈”。她

的真心温暖着一届又一届学子，不少当年的

留学生纷纷在文末留言，回忆胡阿姨半夜给

自己开门、接大家吃火锅的温馨场景。

更令人感慨的是，胡阿姨来到留学生公

寓后，为了更好地与来自异国他乡的学子们

交流沟通，年过半百的她开始自费报网课，

自学英语口语。短短半年时间，她已经能够

做到和留学生进行流利的口语交谈，为学生

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学好一门语言，绝非易事，而对这位本

来可以享受退休生活的老阿姨来说，她所面

临的挑战更是可想而知。究竟是什么神奇

的力量支撑着她“挑战不可能”并获得成

功？无他，唯满腔热爱。因为满怀爱心，所

以她特别用心，做人做事，尽善尽美。

在留学生们初来乍到时，胡阿姨就尽全

力帮他们置办各类生活用品，解决各种生活

难题：从取快递到订饭，再到复杂的医保报

销，乃至同学们的各类情感问题⋯⋯同时，

胡阿姨也积极地了解留学生们各自的风俗

习惯，认真倾听他们的每一个建议。她对学

生们无限疼爱，又正视每一个学生的自尊；

她努力靠近，又顺从每一个学生的内心。

为此，留学生们在为自己家人介绍胡阿

姨 时 都 发 自 内 心 地 称 呼 她——“ 中 国 妈

妈”。这位温柔体贴的中国妈妈真诚而又亲

切，给予来自异国他乡的学子们无微不至的

关照，让他们深切感受到温馨舒适的家庭氛

围。

今年 7 月，胡阿姨带的首届留学生顺利

全员毕业。在毕业典礼上，胡阿姨与来自世

界各地的留学生们相拥而泣、难舍难分。胡

阿姨告诉留学生们，她永远都会在这里等孩

子们回来看她，如果再次来到中国遇到困难，

第一时间就可以给她打来电话，她依然会为

学生们做好服务，当好他们的“中国妈妈”。

一位普普通通的宿管阿姨浑身散发着

人格魅力，生动诠释了博爱精神，她用自己

的方式关爱学生，不是老师胜似老师，堪称

宿管阿姨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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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部门刚埋下管道，另一个部门又开始申请开挖路

面⋯⋯近期，城市道路反复开挖问题再次引发多地市民

关注。

据媒体报道，在上海静安区，从去年8月到今年6月底，

大约300天时间内，有4项主要工程在进行施工。在重庆万

州区，有市民在当地问政平台上发问：万州城市道路为什么

年年挖？一年天然气，一年给排水，一年电缆光缆⋯⋯

同一条城市道路，因为不同的原因反复开挖，还不乏

“野蛮施工”“混乱施工”的情况。不是这家单位施工把供

水管道挖断了，就是那家单位施工又破坏了天然气管

道。而且这还不是个别现象，是很多地方存在的共性问

题。对于这个问题，多年来媒体一直关注报道，但为何顽

疾难治？

道路反复开挖，一方面影响大家出行，也会因为噪音、

扬尘等污染让周边居民深受其扰；另一方面，道路重复开挖

重复填坑，工作效率低下，浪费了财力、人力、物力。因此，

很多人建议：能不能把这些管线改造升级工程都放在一起，

集中一次开挖，多部门进行协作，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完成？

面对公众的关切，各地也有所反馈，提到的原因涉及多

个方面，比如，工程资金统筹有困难，很难实现集中安排；又

比如，需要开挖道路的相关管线工程涉及多个部门和单位，

没有主导和牵头方，也没有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和协调机

制。

说一千道一万，说明我们在城市综合性、智慧化、精细

化等的管理上，缺乏系统思维、协同思维和统筹能力，在追

求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还有不少短板要

补。地下管线就相当于城市的血管，有的还是大动脉，是需

要理清楚、守护好、维护好的重点对象。而频繁开挖施工的

道路地面，给城市地表留下了无数“疤痕”。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不少地方

已在探索地下管线的数字化转型，建设地下管线综合信息

管理平台。有了这样的数字化管理平台，一旦发现地下管

线存在问题，就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并立即介入处理。如果

需要开挖，也可以更好地统筹多部门进行施工，让“一次开

挖解决多个问题”开始成为现实。

希望这样的尝试和管理探索在更多地方落地推广。因

为开挖道路只是手段，提高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增进民生

福祉，将民生实事办好才是最终目的。

道路反复开挖
城市管理欠缺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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