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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凡人微光”温暖春运回家路

　　连日来的低温雨雪
天气，叠加春节人员返
乡高峰，给人们当前的
春运出行安全带来诸多
不利影响。不过，冰雪
虽冷，人心炽热。一幕
幕暖心场景，一场场守
望相助，一次次全力以
赴，正在春运返乡途中
上演，更多的“凡人微
光”正在让春运回家路
变成“暖心路”“放心
路”。
　　风雨同舟、守望相
助，是深深烙印在中国
人骨子里的信念。在这
个冬天，这种信念再次
被传递，在皑皑白雪中
熠熠生辉，在寒风凛冽

中温暖无比。我们看到
了在湖北仙桃，高速公
路沿途的居民用一个个
“小吊篮”给滞留在高
架桥上的旅客“吊送”
物资；在河南信阳，当
地村民给被困高速公路
的旅客送去了热水和泡
面，“不是卖的，是送
给大家吃的”……虽然
冰雪天气暂时挡住了部
分人的回家路，但一个
个暖心的凡人善举，让
回家的路途不再漫长、
不再遥远。
　　凡人微光不止出现
在路途中的温暖帮助，
同时也出现在默默守护
春运回家路的各行各业

中。他们是攀爬在铁塔
上除冰接线的电工，是
匍匐在车底检查制动的
技术员，是巡行在高
速路上清障扫雪的志愿
者，是驻守在人潮中维
护春运秩序的民警……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很多
各行各业的人们，他们
是回家路上的“护航
者”、风雪中的“逆行
者”、深夜里的“守望
者”。正是他们，守护
着通往千家万户的团圆
路，让春运回家路更加
安全、更加顺畅。
　　雨雪极寒是一场大
考，也见证着一抹抹与
民同行的凡人微光。在

南京、徐州等地，相关
部门从下雪前启动应急
响应，准备好应急物资，
到下雪时昼夜不停扫
雪、除冰、探路，再到
雪停后让路面恢复干净
通畅……“雪停路净”
的背后，是有关地方和
部门全力以赴的辛勤付
出。有人说，“清扫的
不仅是雪，更是游子回
家路”，相关部门时刻
把群众冷暖记在心上，
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想群众
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解群众之所困，怎能不
赢得群众的一致肯定？
　　一年春运一年新，

一路旅途一路暖。春运
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也事关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正是冬日里
的那一个个凡人微光，
驱散了回家路上的寒
意，温暖了回家游子的
人心。回家的路，连着
家乡，也连着每一个热
忱、尽责、担当者的心。
当前，春运客流的数字
还在攀升，春运在路上，
我们也在路上。让我们
每一个凡人微光都携起
手来，共筑温暖“回家
路”，让“流动的中国”
暖意融融、顺畅无阻。

■叶太阳

高铁“遛娃舱”大受好评，为人性化设计点赞

　　1 月 29 日下午，在
厦门开往上海的 G1654
次高铁列车上，一群小
旅客在乘务员的带领
下，有说有笑地玩起了
趣味小游戏。这列高铁
的 9 号餐车车厢部分区
域，被临时改造成“遛
娃舱”。据悉，今年春
运期间，自厦门始发开
往北京、上海、南京等
方向的部分 16 节车厢
“长编组”高铁列车开
设了“遛娃舱”，供带
娃家庭使用。（1 月 31
日 新华社）
　　这一设想来自中国
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
司福州客运段厦门动车
队，团队中的 95 后列车
长和列车员根据旅客诉
求提出了对部分长途列
车的餐车进行“童趣改

造”。实际上，因为孩
子吵闹引发的旅客冲突
一直是高铁秩序管理的
“老大难”问题，而带
娃坐火车、飞机出行，
也是让家长苦恼的话
题。对于带娃的家庭来
说，他们难以克制婴幼
儿的哭闹行为；对于其
他旅客而言，当然不希
望自己安安静静的旅程
被打扰，在哭闹声中常
常接近崩溃。
　　但这一看似矛盾的
问题如今有了新的解决
方案。其实早在之前，
关于是否设置固定的带
娃乘客专用车厢就引发
过热议，甚至部分复兴
号动车组列车，已经做
出了设置静音车厢的举
措。但是部分网友认为
这种做法太过“一刀

切”，会让带娃的乘客
和其他乘客之间打上
“对立”的标签。
　　而不同于硬性划分
和设置固定的儿童车
厢，此次高铁列车探索
开设的“溜娃舱”，是
由餐车车厢的部分区域
临时改造而成的。同
时，为孩子设置游乐园
车厢，以玩玩具，看童
书等方式和孩子进行互
动，真正地体现了“从
一米高度看世界”的人
文关怀，既纾解了孩
子的情绪也为家长带娃
搭了把手。从这一角度
来说，这一举措是找到
了贴合民众需求的最优
解，自然收获了广大家
长的一片好评。儿童在
这里可以玩游戏、读故
事书，原本枯燥的旅程

变得丰富有趣，有效解
决了家长带娃出行不易
的烦恼，也保障了其他
乘客的安宁。
　　铁路部门回应群众
呼声，将餐车改造成“遛
娃舱”，回应了社会期
待，体现了对儿童群体
的关爱，能有效缓解孩
子吵闹引发的纠纷。更
重要的是，对餐车车厢
进行临时改造，相当于
在现有空间中另外开辟
一块新的区域，无需增
加车厢，不影响现有车
厢的结构和座位数量，
也减缓了运力资源的紧
张。这避免了单独开设
儿童专用车厢面临的种
种技术难题，体现出精
细化管理的智慧。
　　在讨论儿童吵闹冲
突如何治理时，很多人

都呼吁要相互理解和包
容。但其实，所谓的包
容，不能仅仅依靠口头
上的呼吁，只有通过精
细化管理的手段将其落
到实处，形成人性化、
有包容度的设计安排，
才能有效化解矛盾，避
免对立。
　　设置高铁“遛娃舱”
是工作人员考虑乘客需
求的结果，是铁路部门
人性化的体现，更是合
力改善公共空间的一次
正面示范。在面对公共
空间中的各式矛盾与冲
突时，我们也需要更多
类似的有智慧、有温度
的解决方案。

■吴佳

女子上厕所没纸也报警，岂能把 110当自家“保姆”
　　近日，湖北武汉。
一名 29 岁女子上厕所没
纸报警索要，遭民警怒
斥后大闹警局，声称遭
殴打。若只是要厕纸，
民警倒不至于大发雷
霆。主要还是该女子经
常因为这种小事拨打报
警电话，浪费警力。（2
月 2 日 澎湃新闻）
　　110 是公安机关受
理群众报警和紧急救助
的“生命热线”。但现
实生活中，一些人根本
不把 110 当回事，经常
拨打 110 以达到个人的
私利或目的，不仅浪费
警力资源，还耽误了那
些真正需要救助的人。
武汉这名 29 岁女子，上
厕所没纸也报警索要，

遭民警怒斥后大闹警
局，简直荒唐。这种浪
费警力事件，无异于报
假警，必须加以遏制。
　　此事件中，该女子
闯进警局的理由非常可
笑，因为自己上厕所没
带纸，跑去向民警索要。
而民警觉得女子都 29
岁了，不是小孩子了，
没纸这种小事都要警察
帮她解决吗，而且民警
也没义务给女子纸，于
是忍不住批评教育起女
子。据称，该女子经常
因为类似小事拨打报警
电话，如不小心被猫抓
伤，也要打 110。显然，
该女子未经允许擅自闯
进警局，扰乱了警局的
公共秩序，从而惹怒了

民警。而该女子声称被
打，却没有展示任何证
据。
　　作为一名成年女
子，上厕所没纸竟然也
报警索要，不仅是随意
浪费警力，也是一种巨
婴行为。而其大闹警局
后还发视频“恶人先告
状”，更是错上加错。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明确规定，散布谣言，
谎报险情、疫情、警情
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
乱公共秩序的，处 5 日
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
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轻的，处 5 日以
下拘留或者 500 元以下
罚款。该女子因上厕所
没纸等小事频繁报警求

助，如此浪费警力的行
为，无异于报假警，同
时其遭民警拒绝后还大
闹警局，扰乱警局的公
共秩序，明显具有主观
上的恶意，如非精神异
常的患者，就不应该惯
着，应当依法予以相应
的罚款、拘留等行政处
罚，让其付出代价长长
记性，今后才不敢再随
意浪费警力了。
　　有困难找警察，但
不是什么小事都要报
警，这名女子上厕所没
纸也报警，把 110 当成
自家的“保姆”，无疑
是错误甚至是违法的行
为，有必要追究其法律
责任。此事件提醒民众，
一定要珍惜 110 报警电

话，应当正确使用它，
不要滥用它，更不要恶
意骚扰它。如果遇到困
难或寻求警方帮助拨打
110，必须如实说明情况，
相信民警在其职责和能
力范围内，一定会伸出
援手。
　　同时，千万不能像
这名女子一样，任性随
意拨打 110 报警，不能
为了一己私利而浪费警
力，更不能故意拨打
110 取乐、进行恶意骚
扰或谎报假警。总之，
要让宝贵的警力资源，
真正用到需要救助和打
击违法犯罪的刀刃上。

■丁家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