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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在北京、天

津等地调查走访发现，机

动车行经斑马线时不礼

让行人、与行人抢道的交

通 违 法 行 为 时 有 发 生 。

根据 2017 年公安部交管

局的统计数据，此前 3 年

平均每年全国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

人的交通事故多达数千起。接受记者采访

的专家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

于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概率较低且违法成

本低。（12月2日《法治日报》）

斑马线既是保护行人、降低事故风险的

生命线，也是体现一个城市交通参与者良好

形象的文明线。但在现实中，车辆与行人抢

道现象却时有发生。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

近3年来，全国在斑马线上共发生机动车与

行人的交通事故1.4万起，造成3898人死亡，

其中九成事故是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导致

的。专家认为，出现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行

人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违法行为受到处罚

的概率较低，且违法成本低。

机动车礼让斑马线，即礼让行人，是城

市交通发展“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在马

路上，作为血肉之躯的行人，相比于钢铁构

成的机动车是弱势群体，一旦发生事故，行

人的生命将会受到直接威胁。基于此，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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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

十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

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可见，机动车

礼让斑马线的出发点，是为了交通安全，体

现了城市文明，值得倡导和遵守。

然而，必须正视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一

些行人无故在斑马线上滞留，不按红绿灯行

走，不仅让司机无所适从，而且会造成交通

拥堵，甚至引发交通事故。正因为如此，针

对行人和非机动车的不文明行为，北京等地

交管部门同时也安装了行人闯红灯视频抓

拍、曝光系统，并在部分繁华路段设立了交

通整治宣传教育点，现场开展宣传教育，强

化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对于闯红灯

等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人，也给予相应处罚。

可见，礼让斑马线，关键要人车文明互

动。行人有行人的规矩，车辆有车辆的规

矩，各守规矩，才是文明和谐的城市交通。

礼让斑马线，关键要人车文明互动
■ 汪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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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纠结无用
不如让心思简单些

很多事情看起来难办，但若能养

成好的做事习惯，让飞轮转动得越来

越快，渐渐就会应付自如了。很多时

候，纠结太多，并没有意义。因为生活

的真相，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

既然纠结无用，不如让心思简单些，安

静地等待花开。人生最好的活法，就

是保持简单。

@人民日报

12月1日下午，微博管理员发布最新社

区公告。其中最关键的内容在于，要求昵称

中带有明显低俗或侮辱性词汇组合的，如

“二货”“SB”“瘪三”“娘炮”等，即日起限时

一周内更改昵称，截止日期为 12 月 8 日。

未按要求更改的账号，将予以删除昵称及

阶段性禁言处罚。（12月2日《潇湘晨报》）

消息一出，激发强烈关注。有些人不

以为然，认为起个什么样的昵称是网民的

个人自由，微博此举有点小题大做。

其实不然。我国法律保护公民、企事

业单位的名誉权不受侵害，任何组织和个

人都不得侮辱或诽谤他人，违者要受到法

规处罚。2015 年曾有一个案例，成都一位

80 后女孩因工作矛盾而辞职，在 QQ 空

间、微信“朋友圈”等网络社交平台发布

“核算部就是一群傻子”“全公司都是警

犬”等词句，该公司以其名誉权受侵害为

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女孩败诉，

登报道歉，为公司恢复名誉。那些利用昵

称骂别人是“二货”“SB”“瘪三”“娘炮”等

明显侮辱性行为，性

质与此并无不同，理

应叫停。

也有人辩称，我

自己起个“贱名”该可

以 吧 ？ 实 际 上 也 不

妥。且不说称自己为

“SB”“瘪三”“娘炮”的

人少之又少，即便有，

也包含低俗、炒作之

义，与现代文明背道

而驰。

随着互联网技术

的不断进步，人们已经习惯在网络上学习、

工作、娱乐、交际，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现

代生活的重要部分，网络世界已经成为现

代人的精神“家园”，然而，低俗昵称等不良

网络语言视粗鄙为个性，把庸俗当有趣，在

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社会公众的负面情绪和

消极心态，对民众造成误导，拉低了网络空

间的文化氛围，也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文化

水准和素质水平。

微博作为亿万用户获取分享、传播信

息的现代社交媒体与网络平台，承担着传

承中华文化、弘扬现代文明的社会责任，出

台恶俗昵称禁令，要求用户删除不雅、低俗

昵称，是深化落实网络文明建设相关要求、

遏阻庸俗暴戾网络语言传播，优化社区氛

围环境的务实之举。

“这些油别看贵，它不光原料好，而

且采用的是冷榨技术，很好地保存了核

桃的营养价值，有很多家长来购买。”日

前，南宁一家母婴店店员这样介绍店内

销售的有机核桃油。记者走访发现，有

不少商品都打着“宝宝专用”的旗号进行

销售。但一些所谓“宝宝专用”食品成分

和普通款差别并不大，价格却较普通款

高出一截。（12月2日《工人日报》）

近年来，市面上各种打着“宝宝专

用”旗号的产品让人眼花缭乱。相比

起普通产品而言，这些产品的价格往

往要高出许多。业内人士指出，许多

所谓“宝宝专用”产品，实际成分和营

养价值与普通产品并没有太大差异。

商家宣称的“保健成分”“健康功效”也

缺 乏 科 学 依 据 ，不 过 是 营 销 噱 头 而

已。以热销的宝宝核桃油为例，其营

养价值就和普通的豆油、橄榄油、花生

油差不多。同时，从营养需求来讲，3

岁以上儿童所吃的食品与普通成年人

的食品没有明显差别。家长大可不必

迷信“宝宝专用”“专为儿童设计”等卖

点，为此白交“智商税”。在为孩子挑

选产品时，应学会看清食品标签和标

志，看清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了解产

品真正的营养价值，“只买对的，不买

贵的”。

此 外 ，一 些 产 品 名 义 上“ 宝 宝 专

用”，实际上“专坑大人”，涉嫌构成违法

行为。这些“宝宝专用”产品价格不菲，

一方面涉嫌虚假宣传，欺骗误导消费

者，同时也有违公平定价原则，侵害了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宝宝专用”产品需要一场专项整

治，有关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对市场

上的各种“宝宝专用”产品进行拉网式

排查，对于缺乏相关标准、纯属炒概念

造噱头的，责令其删除商品信息或停

止发布广告，并依据《广告法》《反不正

当竞争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对企业和商家予以处罚。

学会独处
是一种可贵的智慧

“你站在喧嚣的人群里抬头看烟

花绚烂，我却看到了你眼睛里闪着光

的落寞。”这样的感受，相信你也有过。

独处，是精神的减负，越是能放下，就

越是富有。既能融入繁华也能享受独

处，才能把日子过得丰盈，把生命活出

本色，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