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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老头乐”成为车辆管理的“脱缰野马”
　　“老头乐”，本应
是老年人便捷出行的工
具，却在不经意间成了
悲剧的导火索。2024 年
10 月 12 日，一起悲剧
在 G5 京昆高速公路上
发生，一辆俗称“老头
乐”的低速四轮电动车，
无证驾驶，无牌上路，
逆向行驶，最终与一辆
正常行驶的小型轿车相
撞，造成车上两位老人
不幸身亡。这让我们再
次深刻认识到“老头乐”
背后隐藏的巨大安全隐
患，更是敲响了社会交
通安全管理的警钟。（10
月 12 日 央视网）
　　杨某安无证驾驶无

牌低速四轮电动车冲闯
道闸进入高速公路并逆
向行驶，最终导致悲剧
发生。这凸显出对“老
头乐”这类车辆管理的
紧迫性。相关部门应尽
快制定明确的规范，从
生产、销售到上路行驶，
全方位进行监管。比如，
严格规定车辆的技术标
准、速度限制等，确保
其在安全范围内运行。
铁路作为国民经济的大
动脉，其安全管理体系
相对成熟，特别是在风
险预防、应急处置等方
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我
们可以将铁路的安全理
念和管理方法融入到道

路交通管理中，建立安
全保护区，加强对道路
两侧环境的管控，减少
外部因素对交通安全的
影响，不能让其成为马
路上的“脱缰野马”。
　　不仅是“老头乐”
的驾驶者，全社会都应
认识到交通安全的重要
性。对于老年人，要通
过社区宣传、家庭引导
等多种方式，让他们明
白“老头乐”不能随意
驾驶。可以组织老年人
观看交通安全宣传片，
以真实的案例触动他们
的心灵。同时，也应加
强对年轻人的教育，让
他们在关心长辈出行的

同时，提醒长辈遵守交
通规则。就像铁路部门
不断通过各种宣传手段
提高旅客的安全意识一
样，我们也应在全社会
营造浓厚的交通安全氛
围。
　　解决“老头乐”带
来的安全问题，需要政
府、社会、家庭多方联
动。政府部门要加大执
法力度，对违规行为进
行严厉打击；社会各界
要积极参与监督，发现
问题及时举报；家庭要
承担起关爱和教育长辈
的责任，确保老年人安
全出行。只有各方齐心
协力，才能为“老头乐”

打造一个安全的出行环
境，不让“老头乐”变
成“老头悲”。
　　“老头乐”的悲剧
不应再次上演。通过加
强监管、提升公众意
识、融入铁路安全管理
经验，我们可以构建一
个更加安全、有序的道
路交通环境。让我们共
同努力，莫让“老头乐”
变成“老头悲”，守护
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和安
宁。

■李强

井盖岂能“一掰就碎”
　　“我们小区的井盖
看起来像塑料，很轻薄，
而且有的已经损坏了，
一掰就碎，安全令人担
忧。”西安市浐灞国际
港金科博翠天宸小区的
业主们反映道。（10 月
16 日《华商报》）
　　2024 年 9 月，西安
8 岁女童坠井身亡的新
闻刺痛了无数人的心。
对此，华商报大风新闻
发起了“为了孩子，请
多探身边的井盖”公益
行动，对市民反映的井

盖问题逐一调查曝光。
井盖管理这一看似微小
的城市治安问题再次走
入大众视野。
　　井盖问题值得重视
吗？ 毫无疑问，值得。
从公园里的井盖“陷
阱”，到小区里的“轻
薄塑料”井盖；从西
安 8 岁女童坠井身亡，
到河北廊坊母子意外掉
入污水井丧命……井盖
“吃人”事件并不鲜见。
生命可贵，而井盖救援
难度大、风险高。我们

能做的就是防患于未
然，将问题解决在源头。
但，谁来监管？谁来落
实？如何维护？如何投
诉？
　　当记者拨通相关部
门电话后，得到了让人
无奈的“投诉无门”的
结果。城管部门、住建
局、生态环境局之间相
互推诿，最后仅得到一
个“需要向某某管委会
发函确认”的模糊答复。
井盖问题关乎每一位市
民的生命安全。如何明

确权责，如何落实管理，
如何持续监管？这些问
题亟待解决。
　　城市治理是一个宏
大的命题，涉及系统性
和整体性，需要兼顾诸
多方面。然而，城市治
理更应该体现为具体的
实践和行动。它反映的，
是千千万万市民最朴素
的生存需求、安全需求、
衣食住行的基本诉求。
我们可以理解问题的发
生，也不苛责相关部门
做到完美无缺，但绝不

能容忍相互推诿、逃避
责任。这不仅是对生命
的蔑视，更是对城市治
理初心与使命的背离。
　　每一个井盖的安
全，每一盏路灯的明亮，
都是城市治理温度的体
现，代表着“以人民为
中心”发展理念的践行。
面对问题，相关部门应
以实际行动回应民众关
切，以责任和担当守护
城市安全。

■石壮甜

医院成了网红打卡地？莫让打卡变打扰

　　近日，上海市第一
妇婴保健院内的咖啡店
在社交平台上火出圈，
因其建筑外立面的欧式
复古风格，吸引了诸多
网红达人、摄影爱好者
等前来打卡拍照，有市
民吐槽此举影响正常就
医。
　　因打卡拍照影响到
公共秩序或个人权益的
例子屡见不鲜。北京什
刹海边的北房宫胡同因
为游人拍视频而被短暂
“征用”；北京东交民

巷的长街上，打卡的人
们横穿马路，给交通安
全带来隐患；上海武康
大楼下人群簇拥，一台
台相机记录下了建筑的
美，但也打扰了楼内居
民的正常生活。
　　让我们把目光移向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
院，众所周知，医院是
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的
场所，但这些“网红达
人”们却把医院建筑当
作为自己提供“美照”
的打卡地。

　　为了自己的一时之
美，就可以在医院区域
占地拍摄？网红们应该
分清场合，莫让打卡变
打扰。
　　爱美之心人皆有
之，上海是一座历史悠
久的城市，拥有众多独
具特色的建筑景观。随
着社交媒体的发展，这
些建筑逐渐成为人们口
中的网红打卡地，吸引
许多人前来拍照打卡。
但是，这些地点大多为
正式向大众开放的景点

或商业经营区域，并不
具有特定的公共服务性
质。
　　然而，今年以来在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打卡拍摄的“网红达人
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
医院和其他打卡地不一
样。
　　医院虽然也是向大
众开放的公共场所，院
内长椅也并非只为患者
提供。但是，于情于理，
都不应该为了打卡拍摄
这样的目的来占用医院

的公共资源。
　　这些“网红达人”
的行为实在欠妥，也不
应被更多人效仿。面对
社交媒体上的众多网红
打卡地，我们要用理性
的眼光去看待，避免盲
目跟风。在遵守公共秩
序和不妨碍他人的前提
下用镜头记录美好，做
文明打卡践行者。

■袁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