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实话 2019年12月19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江南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5 13857101115 明镜
WEEKLY周刊

默城

日前，一条“萌娃当街踹车”的视

频被网友纷纷点赞。视频中，一辆白色

轿车将斑马线上正常行走的母子撞倒，

小男孩爬起来之后，第一时间搀扶身旁

的妈妈，又生气地走到轿车面前，对着

车头踢了一脚。

萌娃当街踹车，网友没有批评，反

而是点赞，只能说明一点，这一脚踢中

了人们的痛点。原来症结在于相关司机

没有在斑马线前礼让，进而导致母子在

斑马线上摔倒。

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礼让斑马线是

基本的文明共识，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

交通安全。显然，此事中的司机，缺乏

交通文明意识，漠视行人走斑马线过街

的正当权利。

做不到礼让斑马线，不仅是文明道

德的缺失，更有触犯法律之嫌。斑马线

的官方说法是人行横道。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

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

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

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

让。《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则规定，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不

按规定减速、停车、避让行人的，处

200元罚款，一次记3分。

萌娃当街踹车，不仅是在表达自己

面对不文明的愤怒，更是用实际行动捍

卫行人的路权。问题在于，此举真的能

踹醒司机们的交通文明意识吗？

就实际情况而言，司机交通文明意

识的唤醒，还是要靠有力的监管惩戒。

现在，在杭州等国内多个城市，已

经基本实现车辆在斑马线礼让行人的文

明状态。与此同时，还是有不少城市，

对“礼让斑马线”的行为，缺乏强有力

的督导和规范。在强化文明引导的同

时，对“不礼让斑马线”的不文明行为

依法进行有效惩戒，才能真正养成文明

习惯。

比如，对于“不礼让斑马线”行

为，罚款又扣分，已经写进了多地的交

通规定里，值得借鉴和推广。戴着红袖

套的文明督导志愿者，也在越来越多城

市的斑马线前出现，这都是有力的现实

践行。

我们应当承认，“礼让斑马线”是

要付出成本的。就以杭州为例，据统

计，为了礼让斑马线，公交车司机每天

要为此多踩192脚刹车，出租车司机每

天可能会少接3个单子，私家车每天可

能要多花1个小时的时间在路上。但在

生命安全面前，在文明面前，这些都轻

如鸿毛。用利益换取文明，换取安全保

障，才是文明的理想境界。

交通文明意识，也不单是机动车司

机要有，每一个出行者都应该具备，没

有任何人可以例外。行人在享受“礼让

斑马线”所带来的生活便利的同时，也

应该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

做道路上的“低头族”，让文明在相互

理解和敦促中，产生共振。

鲍南

近日，一位曾站上《非诚勿扰》舞

台的乌克兰留学生，因读博多年“写不

出论文”而被湖北大学清退，而事实

上，这位网红留学生的离开只是近期高

校“清退潮”的一例。在武汉大学本轮

清退名单中，外国留学生达92人。

近年来，大学清退不合格学生已成

常态，不但本科生违规将被清退，就是

研究生博士生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学

业违反校规也将被清退。对于外国留学

生，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很多人曾以为

会“网开一面”。但就现实来看，不分

学位、不分国籍，只要不达要求就坚决

清退，正在成为越来越多高校的准则。

严进严出一视同仁，对所有学生实行趋

同化管理，是一所大学应有的操守。同

样的，静下心来保质保量完成学习任

务，则是所有学生应有的基本素养。

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不是混学

之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玩命’

的中学、‘放羊’的大学”现象备受诟

病。一些孩子一呼吸到大学的“快乐空

气”，就开始了“浑浑噩噩”：选课时，

哪个老师不点名选哪个；上课时，发呆

睡觉玩手机；下课后，逛街看剧谈恋爱

打游戏。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学校设立

“清考”，划定“及格率”，让学位授予

尤其是本科文凭含金量大打折扣。“严

出”“增负”必须有人来开这个头，若

谁都下不了狠手，任一些学生自由散

漫，才是对社会对家庭最大的不负责。

激发大学生的活力，淘汰制是必不

可少的“鲶鱼”。美国高校只有不到

60％的学生能在六年里顺利毕业；德国

高校的淘汰率常年稳定在30%左右。正

是不留情面的退出机制，激励了学生们

在最好的年华里，把时间精力投入到学

业上。眼下，国内不少大学都开始在

“严”上做文章，给学生家长寄成绩

单，为授课老师提供作业查重服务，更

有高校明确规定“学分不达标，本科变

专科”。而从教育部的一系列发文来

看，高校不但要扎紧“毕业出口关”，

还要淘汰“水课”、打造“金课”，合理

提升学业挑战度、增进课程难度、拓展

课程深度，这些都需要在高校的办学实

践中不断加以落实。

光阴不可辜负，对大学生“心慈手

软”，不是“爱”而是“害”。让清退成

为常态，“严进严出”才算落到实处，

高等教育方能不负其名。

“建议起诉”是对
“被结婚”的二次伤害

哪怕只能打官司，也应该提供

各种支持，而不是以一句“建议起

诉”来置身事外。

东原

近期，贵州代女士因购房等事宜，查

询发现自己“结过两次婚”。一次是她与

男友黄某2011年在重庆市铜梁县（现铜

梁区）民政局登记结婚；另一次是与素不

相识的男子王某某于2013年在河北省邯

郸市临漳县民政局登记结婚。“2013年我

身份证丢失过，但很快进行了补办，没想

到还会被冒用。因为重复登记结婚，我

的审核材料没办法过，暂时无法完成购

房程序，可能还需要支付违约金。”代女

士很是着急。

针对“被结婚”这件事，现在临漳县

民政局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该局工作

人员明确表示，他们没有权限对个人婚

姻登记记录进行撤销，建议代女士走法

律诉讼渠道，通过起诉冒用者或民政局

登记程序瑕疵来进行记录的撤销，“我们

拿到法院的撤销文书后，才能从网络上

将婚姻登记记录撤除。”这位工作人员讲

述的也是事实，不失为解决之道。问题

的关键是，这是一桩“跨省婚姻”，而走法

律程序涉及一系列问题，单单跨省奔波

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当地民政局在这起事件中是有重大

责任的。该局工作人员称，婚姻登记信

息全国联网是2018年年底实现的，2013

年时还无法查询到省外的婚姻登记信

息，所以当时民政局无法查询到代女士

已进行过婚姻登记。这或是事实，可不

管如何，这属于民政部门工作的不到位

不完善。遑论另外一方当事人，拿着一

张假身份证前来结婚，这都能通过，错

误要么是太低级，要么是背后还有其他

原因。

所谓“建议起诉”，对于当事人来

说，有点搪塞味道。在这起事件中，代

女士是无过错方，作为过错方的民政部

门应该积极协助代女士解决问题。固

然有着规定，无法直接撤销这桩“婚姻”，

但民政部门也应该以最大的诚意，提供

条件、创造条件，帮助代女士把这个问题

解决掉。哪怕只能打官司，也应该提供

各种支持，而不是以一句“建议起诉”来

置身事外。

在现实生活中，类似“建议起诉”的

话语不绝于耳。“建议起诉”，说来容易，

有没有考虑到起诉需要付出的巨大成

本？在起诉过程中，又会给当事公民带

来多大伤害？

轻飘飘的一句“建议起诉”，背后隐

藏着两种心理。一是“新官不理前账”，

事情发生在前人身上，后人不愿意认账，

也很难把板子打在现在的人身上；二是

“活人不理死账”，问题具有一定制度性，

很多是因为制度不完备、条件不具备而

产生的，也很难把板子打在哪一个人身

上。确实，很多问题的发生，具有一定的

历史性和制度性，简单要现在哪一个人

出来承担责任可能不妥，没有道理，但作

为一个部门是具有沿袭性的，需要也应

该主动担起责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这不是官僚主义是什么？

同时应警惕“建议起诉”带来的次生

伤害。有很多问题，可能只有起诉才能

解决，但责任部门不能把责任简单推给

前人和制度，把解题成本完全推给当事

人。可以讲，“建议起诉”是对“被结婚”

的二次伤害，民政部门更应该先认错和

道歉，以最大诚意和善意帮助当事人去

解决问题，进而举一反三，查找不足，防

止再有类似问题甚至新问题产生。

“流量”

针对当前某热播剧，有视频网站

推出VIP超前点播服务，在VIP抢先

看基础上，再交50元可在更新时多

看几集，被讽刺为“超前点钱”。

琚理/漫画

萌娃当街踹车能踹醒交通文明意识吗
萌娃当街踹车，不仅是在表达自己面对不文明的愤怒，更是用实际行动

捍卫行人的路权。

不学的学生就应该清退
“严出”“增负”必须有人来开这个头，若谁都下不了狠手，任一些学生

自由散漫，才是对社会对家庭最大的不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