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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声音 非 常道

周其仁：
想成为餐饮业的“大鱼”该怎么办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

仁表示，“水大鱼大”，这是一个共通的道

理，各行各业都是，但是每个行业不一样，

水到底多大？鱼到底多大？餐饮业的现

状是市场非常大，成长性非常好，但是好

鱼、大鱼还不够多。那怎么办？需要企业

针对行业的痛点，敏于科技创新，勇于组

织变革。 @新华网

贪睡对心血管
造成巨大损伤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

校睡眠专家警告，闹钟响后再睡几

分钟，直到闹铃再次响起，令心脏在

10分钟内多次暴露于这种额外压力

之下，将对心血管造成巨大损伤。

每天贪睡赖床的人，中风危险比早

睡早起的人高70%。

@生命时报

转发！假期出国旅游
一定记住这个电话

春节假期出国游，一定记住外交

部 全 球 领 保 中 心 应 急 热 线 ：+

86-10-12308！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朋

友在海外遇到人身财产侵害、入出境

受阻、失联失踪、旅游纠纷、意外事件

等，不管同胞身处海外哪个角落，都能

获得祖国帮助！

@光明网

“药驾”不能成为监管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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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手机夺走对子女成长的参与
▋祝建波

“年味”中应少些“酒味”
▋奚旭初

每年过年前后，都是过度饮酒至酒精中毒，甚

至导致猝死最多的时候。不少人送到医院时，已

经失去了生命体征。据统计，我国每年都会有近

12万人死于酒精中毒，占总死亡率的1.3％。医学

专家提醒，过年聚会须防贪杯。（2月11日人民网）
医学专家提醒，真的应该听听。逢年过节，乐

极生悲，酒桌饭局就是一个“事故多发地段”。长

假亲朋好友走动多，人来客往应酬多，喝酒多，喝

酒理由多。酒桌上常见这样的情况：不喝不行

吗？不行。少喝不行吗？不行。亲戚朋友到你家

吃不好喝不好，你自己没面子。到别人家吃不好

喝不好，那是不给别人面子，而面子就是一饮而

尽，干杯尽兴。于是中午喝了晚上喝，小醉大醉加

烂醉，一个年节基本上就泡在酒里了。

酒桌饭局也有繁文缛节。遇敬酒必喝尽，被敬

之后须回敬，甚至最后连敬酒也没力气喝了，那也

必须喝罚酒。至于敬酒的理由，劝酒的说辞，亦是

只有没想到，没有想不到。有人动不动就“千杯

少”，动不动就一醉方休，甚至醉了也不罢不休，于

是喝出毛病来，一个年就在医院过了，甚至酗酒猝

死。除了酒多伤身，还有酒醉犯浑的，寻衅滋事，

打架斗殴，而酒驾犯事做的“马路杀手”，更是害己

害人。

不是一概反对喝酒，但要饮之有度。贪杯酗酒

其实就是一个恶俗陋习，是一只“潘朵拉的盒子”，

只要打开，魔鬼就会跑出来。风俗礼仪当随时代，

当科学知识和公德文明都告诉了我们对“酒文化”

要取菁弃芜、激浊扬清，那么无论是自己不贪杯还

是不劝酒，都是与时俱进的好风俗、好礼仪。远离

贪杯酗酒，“年味”中少些“酒味”，能让“年味”更温

馨、更欢乐、更祥和。

杭州市拱宸桥小学举行了休业式，并现场发起了设立“抬

头日”的倡议。这份倡议书中提到，“家庭教育才是一切教育

的原点，奠定孩子一生发展的基石。孩子的童年无法重来，孩

子的成长不仅需要教育的润泽，更少不了爱的滋养和亲情陪

伴。”因此，学校提出郑重倡议，请家长“暂时放下手机，离开网

络游戏，抬起头，给孩子全心全意的时间，和他在一起”。（2月
9日《钱江晚报》）

“世上最远的距离，莫过于我在你面前，你却低头看手

机”，这样的调侃，见证了“手机成瘾”的现实尴尬。

从本质上讲，“手机成瘾”不是一种单纯的交往障碍和心

理疾病，而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社会问题。在社会竞争日趋

激烈、生活节奏加快的今天，以网络为支撑的移动电子产品塑

造了一个“第三空间”，用来满足人们对休闲娱乐、社会交往和

自我建构的需要。但是，这也会让人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种持

续的“多任务”状态，从而将我们的生活占得满满，容不得一点

时间缝隙和思考空间，进入了所谓的“理性的樊笼”。当我们

将注意力过度集中在手机上，当我们明明知道过度迷恋手机

有害无益却欲罢不能之时，我们的生活就被手机所主宰了。

现实中，有很多家长为不让孩子上网上瘾，都会穷尽一切

办法让孩子尽量少碰手机，但却常常忽略自己沉迷于手机，

“小学生写作文吐槽父母，出镜率最高的竟然是玩手机”，就是

最好的证明。

当然，平心而论，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太可能彻底扔掉手

机，但作为家长，我们也应该知道，陪伴孩子成长是父母的第

一天职，孩子对父母的依赖，即便用再多的玩具、可口的零食，

也无法替代。所以，要矫正“手机成瘾”，走出“没有手机活不

下去”的迷茫与困惑，解决办法就是对手机保持必要的理性态

度，对过度使用手机带来的负效应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并在该

放下手机时果断放下。父母每天拿出一定时间，陪伴孩子玩

耍、读书、交流，这对孩子的成长无比重要，同时也是手机所无

法给予我们的快乐的人生体验。

春 节 将 至 ，不 少 人

打算开车回家过年。很

多 人 可 能 不 知 道 ，药 驾

危 害 不 亚 于 酒 驾 ，因 药

驾 引 发 的 事 故 也 很 多 。

那 么 ，对 哪 些 药 物 要 格

外小心呢？第一类：感冒药；第二类：止

咳、镇痛药；第三类：部分保健品；第四

类：降糖药；第五类：降压药。（2月 11
日《光明日报》）

所谓“药驾”，是指驾驶员服用了某些

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后依然驾车出

行的行为，由于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可能产

生嗜睡、困倦、注意力分散、头晕、耳鸣、

视物不清、反应迟钝等不良反应，很容易

酿成祸患。

在美国，对药驾的处罚非常严格。美

国酒后驾驶的法律同样适用于药后驾

驶。如果警察怀疑你是在药物影响下驾

驶，就会要求做血液和尿液测试，拒绝测

试者，驾照会被暂时吊销。

在国内，目前法律上的空白，是导

致大众对药驾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主

要原因。比如，没有相应的检测方法和

检测标准来判定“药驾”，交通法规也没

有对“药驾”行为进行界定，没有规定具

体的处罚措施。特别是，我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饮酒、服

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

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

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

驶机动车。”该规定只强调了精神药品

和麻醉药品，尚未对其他很多可导致驾

车意外的药物进行强制性限定。以至

于“药驾”行为一直难以得到明确的处

罚，一般情况下，交警往往只能给予善

意提醒；在发生严重后果时，只能参照

“毒驾”进行处理。

可见，“药驾”行为不能成为监管盲

区。从法理上分析，“药驾”属于主观故

意、明知故犯，对危险结果采取放任态度，

就是间接故意危害他人。因此，必须推动

《刑法》修订案中增加关于“药驾”的相关

条款，解决罪行与罚则不相适应的问题。

同时，建议将“药驾”入刑，以“危险驾驶

罪”论处，进一步填补交通肇事罪、危害公

共安全罪之外的法律空缺，体现法制的进

步，也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

挡不住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