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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要脸的痞子“座霸”不应留情面
　　8 月 21 日，有媒体
报道并在其网站上载了
一段相关视频，由此视
频可见，在济南至北京
南站的 G334 次列车上，
一个青年男性坐在一个
青年女性的靠窗座位上，
不肯坐到自己车票上的
座位，被他强占了座位
的青年女性只能站着劝
他让开座位，回到自己
车票上的座位上去，这
个青年男性流里流气地
回应道：“谁规定一定
要按号入座？现在你有
三个选择：要么你自己
站着，要么你坐在我那
个座位上，要么你自己
去餐车上坐着去！”乘
务长来了之后，该男即
开始耍无赖装病，依旧
不肯起来……
　　从视频上看，这个
青年男性衣着还算整洁，
由此也可推断其于人前

也不应是不要脸面之徒。
在视频里，这个青年男
性的脸部虽然被打上了
马赛克，但仍可见其整
个身体瘫堆在座位上，
一副毫不在意的流氓无
赖相。从这副近似“北
京瘫”的坐相，以及给
劝其让开座位者的三个
选择和对乘务长带搭不
理的态度看，这个青年
男性应该不是第一次在
公众场所现其痞行，其
“我是流氓我怕谁”的
笃定，“我就不要脸能
把我怎么着”的蛮横，
显然都是出自于其以往
所为的成功经验。
　　对于上述痞行，当
然有法律的解决途径。
持有这个座位号车票的
乘客，可以根据合同（车
票）要求所乘车辆的乘
务人员履行合同，提供
合同规定的乘车条件；

而乘务人员同样可以要
求没有按合同（车票）
规定乘坐车辆的人按照
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行
事；乘车人可以放弃自
己（合同规定座位）的
权利，但不能以侵犯他
人合同权利作为放弃自
己权利的前提。对于拒
不停止、持续侵犯他人
权利，并由此造成（铁）
路方违约——不能向合
同（车票）缔约者提供
合同规定乘车条件——
的人，乘务人员可以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章进行处置，依法强制
侵犯他人权利者停止侵
犯，并视情节将其列入
禁乘“黑名单”。
　　问题还在另外一方
面。这就是在法律层面
以外，一个看上去也还
人摸人样的青年男性，
何以能在公众场所——

并且是在网络社交媒体
如此发达的当下摆出一
副“爱谁谁”的流氓地
痞无赖相？这个还将在
社会上度过好几十年生
涯的人，难道就靠这副
写满了流气痞气的嘴脸
走南闯北？当然，问题
还有另一个问法，那就
是当约定人们在公共场
所如何行为的社会道德
约束不了这些不要脸面
者时，人们应该怎样面
对，这也正是上述报道
所问：“遇上这样的人
该怎么办？”
　　对于突破道德底线
的人，应该有法律规范
之。上述在公共场所公
然大耍流氓者，实际上
是法律适用和制裁缺失
的结果。法律适用和制
裁缺失，是流氓痞子得
手进而得利、又进一步
更无忌惮地大耍流氓的

前提。
  　　流氓地痞是社会的
解构性因素。他们流气
行痞的对象，往往是社
会的弱者。此所谓“弱”，
首先是肢体力量之弱。
而他们不行道德，挑战
社会秩序之举，其实也
正是瞅准了法律不适的
社会弱点。如果上述劝
那个行痞霸座者的是个
彪形大汉，可能不劳乘
务长大驾，霸座者会乖
乖自己离开，没准还带
着谄笑。而流氓地痞行
为的受害者，在法律不
行的环境里，往往会成
为社会的失意者，其所
对应者恰是法律的公信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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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有网友爆料
称，自己准备考研，发
帖说想在合肥某高校教
室内自习，没想到有一
位自称是该校学生的人
主动找上门来，称能将
其先前占好的自习座位
转租给自己，收费 200 元，
用半年。（人民网 8 月
22 日）
　　但一个常识是，无
论何时，自习室座位不
是商品，不能完全按照
市场那一套来玩。它是
公共资源，抢来不坐，
已属不该，是一些人对
另一些人正当学习权利
的无视和粗暴践踏；转
租谋利，更是匪夷所思，

是部分人利用另一部分
人努力学习的热情谋利，
可谓毫无公共道德意识。
这种举动及背后支撑这
种举动的思维，不可轻
视。
　　按照报道，该大学
转租自习座位的现象并
非个例，学校贴吧里已
出现多条转租帖，甚至
形成了“精细化”的运
作模式，座位按照租赁
时间的长短和位置，价
格在 200 元到 400 元不
等。一些考研族在权衡
之下，只得接受宰割。
虽然目前不能确定转租
者都是大学生，但至少
有一些大学生参与了此

事。
　　无论转租者是谁，
既然发生在校内，校方
的管理都不该缺位。校
方表态称，学校的教室
座位在非上课时间面向
社会开放，任何人都有
权使用，不允许学生进
行私自转租。这固然体
现了大学的开放包容心
态，值得肯定。但在具
体做法上，校方表示每
隔一段时间就会清场，
一个自习室座位很难保
持半年的时间不变，因
此网上转租的传言很有
可能是骗局，提醒考研
学子不要轻信。这姑且
算是一种解释，但还是

过于模糊笼统，且有急
于自我辩解和撇清责任
的嫌疑，没有看到正在
发生的现实与学生呼声。
　　当然，根本原因还
在于改变一些人脑子里
唯利是图的意识。现在
的大学生，成长于市场
经济较发达的年代，古
话也说“君子爱财，取
之有道”，但这有一个
前提，就是不违背法律
道德、不损害他人利益。
赚钱就该通过自身的努
力或创造，正正当当地
获取，而不是放弃底线
原则，做“精致的利己
主义者”。对于进校备
考的校外人员，同样应

该自觉遵守校方各项规
定制度，珍惜现有的学
习环境，认真学习备考，
而不是把他人对知识的
追求，当成自己薅羊毛
的良机。
    要做到这些，固然需
要学校的教育与引导，
但作为成年人的大学生
与校外人士也要自我警
醒。树立基本的公共道
德意识，并不是什么过
高的要求，而是现代人
最起码的素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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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块卖自习座位的人，理解不了努力和梦想的可贵

上头条，找华早

　　8 月 19 日，我国迎
来首个“中国医师节”，
这一节日一经正式确立
便引发了广泛关注，央
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
朱广权和广大网民一起
向医师致敬。央视新闻
也将首个“中国医师节”
加入到微博话题 # 瞬间
里的感动 # 中。长期以
来，社会、网络对医生
的关注多是在工作态度、
医术质量等方面，而忽
略了医生个体这一方向。
“中国医师节”的设立，
真正从行动上踏上了关
注医生个体的道路，使
得“医生个体”不再是
关注的盲点。
　　往年医生带病上岗
事件频现微博热搜：“医
生身患肺癌晚期仍然坚

守岗位”、“医生手术
间隙打点滴坚持完成手
术”、“救下危重孕妇，
主刀医生晕倒在手术
台”。而在热点评论下，
多是赞扬医生对工作认
真负责的评论，或者认
为这是医生本职所在，
对医生这一群体个体现
状的提及和担忧就显得
寥寥无几。
　　医生虽然也是服务
行业的一种，但是极高
的社会责任感和工作压
力导致医生这一职业不
同于其他服务行业的工
作，在工作中常常忽视
自身的需要。近日，《中
国之声》报道了“护士
照顾重伤病患，突然手
臂被咬长达三分钟，因
为担心挣脱会导致病人

身上的插管脱落，护士
忍到其他医护人员为病
患注射镇定剂才把手臂
抽回”事件。这位护士
在收获赞誉的背后，其
实凸显出了一个现象，
即医护人员在工作中常
常忽略自身个体的需求，
甚至有时候克制了本能。
　　实际上，医生自身
的个体困境不仅存在于
健康方面，2017《中国
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
发布的数据和调查结果
显示：62% 的医师认为
执业环境没有改善 ;50%
的医护人员认为工作没
有得到社会认可 ; 医师每
周平均工作时间都在 40
小时以上 ; 正高级职称年
人均收入刚刚超过十万 ;
仅 19.2% 的医师认为自

身健康状况很好。
　　由此可见，我国医
生的执业环境、从医意
愿、医患矛盾、工作时
间与休假状况和年收入
都不太乐观。这些情况
也并非近期突发，而是
长久以来存在的现状，
但是这种个体困境却成
为了社会关注的盲点，
鲜有相关政策、条例，
用来解决医生个体上出
现的问题。“病者困难
医者治，医者困境何以
医”，成为了日渐浮出
水面、面向社会的痛点。
　　首个“中国医师节”
的设立，是转变“对医
生的关注角度，重视医
生的个体状况”的一个
重要举措。《人民日报》
也以《三问医生》系列

报道从我国医生的薪资
等方面来引发对医生个
体状况的思考与重视。
国家旨在以官方来引领
社会、网络的视角，加
快对医生关注视点转变
的步伐。
　　医生们的个体需求
终于得到了合理的重视
和抒发，迎来了“艳阳
天”。但是，仅限于活
动宣传、设立节日是远
远不够的，设立节日是
只是社会关注医生个人
的第一步，改善医生处
境，还需要在制度和人
文关怀上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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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医师节只是第一步 改善医生处境才是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