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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族”众议苑

近日，两名云南姑娘因无证驾驶摩托车狂飙身亡，驾驶者年仅16岁。

两名女孩均是某短视频平台的机车女网红，经常戴着有大蝴蝶结的头盔拍

摄机车视频。据媒体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去年10月至今，短短半年时间，

已有5名机车网红因交通事故离世。这些事故的原因主要有超速行驶、无

证驾驶、驾驶与自己身形不匹配的重型摩托车等。对此，你怎么看？

“大家先喝杯茶，问题一会儿咱们慢慢
说。”入夜时分，福建南平松溪县旧县乡下塅村
党支部书记黄连峰正在给村民倒茶。在他家
里，干部群众围坐桌子两旁，嗑着瓜子、吃着水
果、喝着清茶，共话村事。据媒体报道，近年来，
松溪县全域推行“吃茶话事”制度，以“吃茶”为
媒，着力构建组织便捷、贴近群众、共建共享的

“庭院式”议事平台，进一步健全完善抓党建促
基层治理制度体系和工作矩阵。

“吃茶话事”制度，是农村基层治理的一个
创新，既为“议事”提供了一个平台，也为“办事”
凝聚起强劲合力，顺民心、合民意，效率高、好处
多，成为劲吹乡村新风的一个风口、推进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平台、助力乡村振兴的有生力量。

“吃茶话事”贴近群众。改变了以往有事时

“干部找不到群众、群众见不到干部”的状况。
通过打造有效覆盖、便于群众反映情况、便于
党员开展活动和服务的“吃茶话事”活动场地，
通过落实村干部“院落掌事”主体责任，干群之
间就架起了可靠的沟通桥梁，既能把党的声音
有效地传递下去，又能把群众需求原汁原味地
带上来、解决好。

“吃茶话事”提高了公信、凝聚了人心。基
层群众总是在一件件身边实事的解决中，确立
对乡村干部的信任的，也总是在乡村面貌的不
断向好中，更加支持村“两委”的工作。“吃茶话
事”变“要我干”为“我要干”，变“村里事”为“家
里事”，变“旁观者”为“参与者”，有效提升了群
众参与基层治理的主动性，当大量民生问题通
过“吃茶话事”这种方式得以解决，赢得的是民
心，凝聚的是力量。

“吃茶话事”让精神文明劲吹新风。农村基
层治理的理想境界就是村民参与、群众满意。
这是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吃茶话事”
点收集到群众的建言献策、村民参与的志愿服
务，可以转化为“服务积分”，用于兑换日常生
活用品以及作为评优评先、发展党员的重要依

据，这就有效提升了村民整体文明水平，刷新
了乡风民风，推动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为选拔
培养村级后备干部和党组织吸纳新鲜血液创
造了有利条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组成、基本单
元，化解矛盾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功能。一个地方
矛盾多、问题突出，就难以形成温润如风的人际
关系，难以形成实现目标任务的强大合力。“吃
茶话事”从方式上、内容上都为化解矛盾、解决
问题创造了良好氛围和有利条件，自然也就为
和谐人际关系、提升文明水平提供了助力。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这都是乡村振兴的表征。松溪县通过

“吃茶话事”，洪灾冲毁的路段修好了，进村的路
基加固了，村子信号差、网速慢的问题解决了，
机关的资源、要素等精准导入基层，定期开展共
建活动及现场办公，推动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提
升、水利设施建设，许多民生项目落地见效，所
有这些，不就是乡村振兴的要求和标志吗？

无疑，能让干部“沉”下去、民意“浮”上来
的“吃茶话事”制度，一定会为筑牢乡村振兴基
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吃茶话事”劲吹乡村新风
雷钟哲

近日，经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一起涉及 6 岁女童的性侵案件判决
出炉，性侵者刘某某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二
年，并处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据媒体报道，这起
案件的线索是由一名当地医生在接诊中发现
的。当时，女童因身体异常来到当地医院接受
检查，医生发现她很可能遭遇侵害，立即留存
相关证据线索并向公安机关报案。目前，该案
中遭到侵害的女童已在当地检察机关和各个
职能部门的保护下，开始全新的学习和生活。

这起女童性侵案件线索，首先由医生发
现、留存、报案，体现出医生在这方面具备诸多
优势。未成年人因性侵导致身体出现异常和伤
害后，通常需要找医生看病，而医生具有很强
的专业知识，对于未成年人的身体异常和伤害
产生的原因，往往能够作出比较精确的判断，
再结合问诊等其他方式，医生往往能够先于未

成年人的父母等监护人，在第一时间掌握他们
遭到性侵的线索。可以说，让未成年人免遭性
侵，就应该给予他们更多“医靠”。

这位医生的做法，值得医生同行们学习。
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
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
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这是医生的
法定责任，每一位医生都应该像这位医生一
样，认真履行强制报告制度赋予的职责。

此外，医生除了要有较强的强制报告意
识，还要会报告，因为发现和保留性侵证据不
能光凭热情，还需要具备较高的技术能力。这
位医生一系列操作显得十分专业和顺畅，是
这起案件能够快速侦破的重要原因。每位医
生都应该在工作当中，不断学习与未成年人
伤害相关的医学和法律知识，努力提高强制
报告的能力。

尤其要看到，部分未成年人性侵和家庭
暴力案件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给医生强制报
告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比如当实施性侵和家
暴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时，监护人就可
能采取多种手段来掩盖证据。此外，很多家庭
存在“家丑不可外扬”等想法，不仅不愿意报
告，有时反而对依法实施强制报告的医生提
出不合理要求，甚至责怪医生“多管闲事”，这
就要求当事医生要有极强的责任心，不仅要
敢于揭露各种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更要为
转变错误的观念作出努力。

医生在诊疗过程中揪出性侵者，是未成
年人保护的好样本。让每一起性侵未成年人
等恶性伤害案件，都能无一遗漏地被报告，如
此才能对未成年人伤害行为形成强大的震慑
力，为未成年人茁壮成长营造安全的社会和
家庭环境。

看过电影《速度与激情》的观众，一
定对“飙车炸街”有深刻印象。在文艺作
品虚构的世界里，法治和规则通常被淡
化，突显的是“速度与激情”，为的是吸引
观众。然而，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有本质
区别，漠视交通规则的行为，不该在现实
生活中上演。“飙车炸街”满足了骑手畸
形的心理需要和精神诉求，却增添了安
全风险。

在这个千姿百态的社会，在物质生活
渐次丰盈的当下，一些人通过“剑走偏
锋”，来给自己带来心理上的满足感和成
就感。将摩托车开出与众不同的感觉，就
成为一些人赢得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的

手段。“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我敢做、别人做
不到的事情我做到了”，“狂飙族”其实是
将少数人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被侵扰和
安全风险之上。说穿了，这是他们规则意
识、公共精神和耻感文化、禁忌意识缺失，
不以破坏规则为耻、反以破坏规则为荣的
体现。

因此，对于“狂飙族”，我们必须呼吁：
别用“剑走偏锋”满足畸形精神诉求，谨防
用“速度与激情”为生命买单。应把机车的
交通工具与运动属性区分开来，在交通道
路上行驶时，必须遵守相应的交通规则，
不做危险动作；要玩运动，就要熟练掌握
技术、到专业场地。

带有一定“老年特色”的物件儿，老年人好
买吗？据媒体报道，在北京信建里小区，物业公
司为老年人开办了“买不到柜台”，专门准备了
各类日用杂物、适老物品。在这家小超市里，老
物件价格不贵，却能带来十足幸福感，很受老
人们欢迎。

网络时代，年轻人购物很方便，网上一点，
很快就能送到家，包括二手商品。可对于老年
人来说，购物就不太方便，一方面多数老人不
太会网络购物，另一方面，有“老年特色”且价
格便宜的物件，在周边往往不容易买到。专门
为老年人开设“买不到柜台”，这是急老年人之
所急、想老年人之所想，解决了他们生活中的
烦恼，值得点赞。

很多老年人家里的一些物件坏了，不会轻
易丢掉，想经过修补继续使用。可是，用于修补
的小物件却不容易找到。请家里的年轻人帮忙
购买，怕年轻人太忙顾不上，有时候也不好意
思开口。有了“买不到柜台”，老人买不到又想

买的东西，工作人员会想方设法帮助买到，且
价格也不贵，可谓是相当贴心。

“有老太太说，想要篦头发的，不是梳子，
齿儿要特别密。有的老年人想要大号的针和粗
线，现在市场上的针线都小，老年人用不了。还
有老人要暖瓶塞、门鼻子、松紧带……”从这家
物业公司的介绍可见，老年人需要的东西五花
八门，好些的确难买。要满足老年人的心愿，需
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要通过各种渠道尽力
搜罗。如果没有一颗爱心，恐怕很难做到。

居家养老是目前老年人最普遍的养老方
式。老年人居住在家中，各种服务却是少不了
的。因此，社会需要为老年人提供更多优质服
务、专门服务，爱护老年人、呵护老年人，就是
要帮助老年人解决实际困难。“买不到柜台”就
是一种“物质尊老”和“精神尊老”的双重结合，
是一种新颖的爱老方式。相关部门可以举一反
三，创新出更多别致的爱老方式，让老年人的
晚年生活更幸福。

据媒体报道，最近电商平台的“高考押题
密卷”纷纷同步发布。商家宣称可以“押考点、
押考向、押题型、押素材”。距 2023 年高考还有
近一个月的时间，学子和家长紧张备考的同
时，商家也在开动脑筋，深挖“高考经济”，各类
高考周边商品迎来火热销售期，其中存在良莠
不齐、噱头跟风等问题。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小
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近期，不少网友
被一首儿歌吸引，全网都在“挖呀挖呀挖”。
虽然距高考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但敏锐
的商家开始“挖呀挖呀挖”，希望借助“高考
经济”好好赚上一笔。

但“高考经济”不能无序扩张，成为啥都往
里装的“筐”。从媒体报道不难看出，诸多与考
试并不沾边的商品，借着高考名义大搞营销，
价格随之水涨船高。比如，有商家做起“祈福”
生意，13层的文昌塔，搭配寓意“官帽”的朱砂，
再配上五帝钱，经过这样一番包装，钥匙扣大

小的挂件便被赋予“神秘力量”，售价达到 58.8
元。这对家长和考生来说，无非是想讨个好彩
头，求得心理安慰而已。而所谓的“神秘力量”，
不过是商家为普通商品赋予高考属性，强行

“蹭热点”，以期借机猛赚一把。
那些宣称“押题密卷”“独家宝典”的模拟

试题，明显不靠谱。相较一套售价几十元的普
通模拟试卷，“押题密卷”升至两三百元，有的
冠以名师视频详解版的“高考押题卷”，售价更
是高达七八百元。针对高考试卷，国家有着严
格的命题程序和保密规定，所谓的“押题密
卷”，带有较强的欺骗性。去年高考前夕，教育
部联合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部门，梳理汇总
了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
和家长谨防上当受骗，其中，“高考答案”购买
是诈骗的重灾区。

近几年，从仿形橡皮、直尺作弊器材到
低频隐形耳机，再到调频手表，一些不法分
子兜售五花八门的器材，诱导考生作弊。也

有家长不惜花重金找“门路”，甚至找“枪手”
给孩子替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
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
代替他人或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都属
于违法行为。若考生购买使用“作弊神器”或
找“枪手”替考，不仅会上当受骗，还可能丧
失大好前程。

“高考经济”被如此“挖呀挖呀挖”，本质上
是商家利用家长和考生的焦虑情绪牟利。要想
在高考中取得理想成绩，完全取决于考生扎实
的知识基础、良好的心理素质，与寓意美好甚
至企图以不当途径谋求好成绩的高考商品无
关。因此，考生和家长应理性认识高考，放平心
态、从容备考，不被“高考经济”带偏节奏，尤其
是，家长不要人为地“加戏”过多。有关部门也
应加强对“高考经济”的监管，规范市场秩序，
保护消费者权益。对于打着高考旗号、违规兜
售相关产品的商家及平台要一查到底，严厉打
击，以儆效尤。

几乎每到长假，与“份
子钱”“请帖”相关的话题都
会引发热议。最近，“这届年
轻人开始整顿份子钱”登上
热搜。对此，不少网友表示：

“份子钱在一些地方早就变
了味儿，整顿是应该的”“我
也很烦份子钱”“赞成不随
份子钱”……拒绝份子钱的
年轻人，其实是更想让周围
的人明白：自己并不是给不
起份子钱，而是比起份子钱
的面子，更在意的是情谊的
里子。物质金钱不该是衡量
人际关系的准绳。

王怀申 文／图

高考经济岂能如此“挖呀挖呀挖”
付彪

保护未成年人需要更多“医靠”
罗志华

机车网红上演“速度与激情”，对公
共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他们把“飙车炸
街”当作引流或宣泄的工具，三五成群，
在宽敞的道路上踩下油门，追求“速度与
激情”。然而事实上，在公共道路上，人们
需要的是出行安全，而不是飙车的紧张
刺激。在公共道路上挑战脆弱的生命，实
在不明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
三十三条的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
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
金。这一规定被视为将飙车行为入刑定
罪。然而，相比醉驾，一同入刑的飙车现

象，却成为争议焦点：飙车，多少码才算是
飙？醉酒驾驶可以通过测试设备、抽血化
验来界定，而且有明确的考量标准，但飙
车呢？谁来监控飙车发生的过程，该如何
进行界定？有专家因此建议，鉴于飙车是
个动态的发生过程，虽然飙车已通过入刑
来约束，但还应明确具体的时速标准、界
定方式，以增加现实执法的可操作性，缺
乏操作性则会流于形式。

同时，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包括各类摩
托车以及防护用品的使用、制造和销售的
监管。对于不合格的防护用品禁止销售，
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机车禁止上路。

驾驶重型摩托车带来的帅气、刺激，
引发一些人争相体验，或许无可厚非。如
果过分追求刺激，或为网络流量进行危险
驾驶，这就亟待“刹车”。危险驾驶不仅危
及自身安全，还危及他人安全，当事人“伤
不起”，整个社会也“伤不起”。

如今，各网络平台关于摩托车主题的
个性化作品越来越多，这已成为相关平台
和博主的“流量密码”，且相当部分作品为
违法或不规范骑行，以炫耀、猎奇为主旨，
吸引了相当部分年轻人“入圈”。监管“狂
飙族”，必须线上线下一起抓。

在线下，要注意一些人对相关法律法
规学习与了解不足，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
是违规的，或没有意识到风险和严重后果，

从而导致交通违法行为发生。此外，目前对
于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如无证驾驶、超速行
驶等，违法者面临的罚款、吊销驾驶证等处
罚相对较轻，违法成本较低，导致一些人仍
然存在侥幸心理。因此，要在宣传教育和加
大违法成本上做足监管文章。

在线上，要压实相关平台、信息发布
者的责任。比如完善内容审核机制，对拿
生命冒险的作品不予放行，或及时下架。
作品内容涉及到运动比赛中的高风险动
作时，应通过增加安全提示等进行正面引
导，以减少危险行为发生。还应普及必要
的安全驾驶知识、遇到危险情况时的应对
知识，以提高年轻人的安全意识和危险应
对能力。

别用“速度与激情”为生命买单
杨朝清

监管“狂飙族”须线上线下齐发力
贺成

治理“飙车炸街”应完善法律法规
张连洲

开设“买不到柜台”是新颖爱老
王军荣

“吃茶话事”制度架起干群沟通桥梁，

既为议事提供平台，又为办事凝聚合力，

既让干部“沉”下去，又让民意“浮”上来，

是农村基层治理的可贵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