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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酒驾醉驾远离世界杯
□ 苑广阔非常道

刘强东牛津演讲：
我永远不知道怎么去成功

近日，刘强东在牛津大学发表演讲，称“我

永远不知道怎么去成功，我也永远没法教你们

如何成功”，但“如果你真心想成功，不用恐惧、

不用迷茫，你只需要每天能够保持一直向前，

一直向上，永不停止，那么你的梦想终究能够

实现”。 @中国经营报

公安部交管局

13 日发布，世界杯

足球赛 14 日揭幕，

端午节小长假也即

将来临，在此期间，

公安交管部门将重

拳打击酒驾醉驾毒

驾。世界杯期间，

全国公安交管部门将加大警力投入，

加强路检路查，零容忍、严执法，重拳

整治酒驾醉驾毒驾等突出交通违法犯

罪行为。（6月14日《现代金报》）

公安部交管局在世界杯开幕前夕

发布的提示，等于是给陷入狂欢前的

球迷在情绪上降降温，让他们变得更

加理性、冷静。在笔者看来，这样的提

醒来得正是时候，也很有必要。很多

人可能都已经忘记了，四年前的巴西

世界杯，全国因酒驾醉驾导致伤亡交

通事故459起，造成191人死亡、482人

受伤。虽然说不是每一起酒驾醉驾事

故都是因为看世界杯引起了，但是世

界杯在客观上确实增加了酒驾醉驾事

故的多发频发，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不止是国内的球迷，全世界的球

迷都一样，那就是喜欢在看世界杯的

时候喝酒助兴。自己支持的球队赢

了要喝酒庆祝，自己喜欢的球队输了

要借酒浇愁，反正对于喜欢边喝酒边

看球的球迷来说，总能找到喝酒看球

的理由。在不过度酗酒、不伤害身体

健康的情况下，看球的时候适当喝点

酒也无可厚非，但是一旦牵扯到酒后

驾驶，那问题就严重了。尤其是随着

酒驾醉驾入刑的法律规定颁布实施

以来，喝酒不仅仅是伤害身体的事

情，酒后开车还是触犯法律的事情。

因此，在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期

间，我们倡导文明看球，倡导让酒驾

醉驾远离世界杯。对于每一个喜欢喝

酒的球迷来说，都应该在头脑中树立

这样的意识：看球可喝酒，喝酒不开

车。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宁可只

看球不喝酒，或者是连球都不看，也

不能为了看球而酒后开车。

与此同时，作为球迷身边的人，不

管是亲戚朋友还是家人，都要做好对

球迷的监督爱护工作，对他们进行积

极的引导和劝诫，让他们在世界杯期

间远离酒精，更远离酒后驾驶。其实

对于球迷朋友来说，没有必要非得借

助酒精来为世界杯助兴，抱着一半大

西瓜，磕着一包瓜子，边看边吃，边看

边聊，不也十分惬意？

总之，希望今年世界杯期间，球迷

朋友们能够少点意外，多点和谐，快

乐看球，拒绝酒驾。

献血奖学时，扭曲的不仅是爱心
□焦风光

热点冷评

“恐怖车座套”
不管会闯祸

□丁恒情

昨天，市民李先生在中关村附近看到前车

的后座上有一张苍白的脸，吓了一跳赶紧刹

车。《北京晨报》记者发现，此类座套以“恐慌搞

笑”为卖点，在网上热销。警方表示，如果后车

因前车的“恐怖座套”而引发车祸，前车司机要

承担相应责任。（6月14日《北京晨报》）

在汽车逐渐从精英消费向大众消费过渡

的当下，消费者对汽车装饰有了日益旺盛的需

求。然而，那些装饰在车内的“恐怖车座套”，

却隐伏着很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报道中，

市民李先生的遭遇就是个例子。

通过搜索不难发现，网上售卖的“恐怖车

座套”，不仅造型夸张，而且色彩比较鲜艳。在

车内装饰“恐怖车座套”的确新鲜、拉风、回头

率高，但也可能分散其他驾驶人员的注意力，

一旦控制不好与前车的距离，极容易发生追尾

或者剐擦事故。当个人爱好没有边界意识与

底线意识，不仅会遭遇他人的质疑和诟病，也

会损伤他人的权益，甚至会破坏公共秩序，增

添人为的安全风险。

更为关键的是，在车内装饰“恐怖车座套”

还有违法之虞。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的规定，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

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交警可对

当事司机处以 20 元到 200 元的罚款。“不管你

怎么样，反正我就这样”的任性而为，不仅是一

种文明素养缺失的行为，更是一种背离了法律

的失范行为。若不加以制止，必然会形成破窗

效应，人们趋之若鹜，会造成很大的道路交通

安全隐患。

对于车内装饰“恐怖车座套”行为的纠偏，

不妨借鉴“车顶玩偶”的治理方式。比如，据此

前媒体报道，成都市交警依据有关法规，向装

饰“车顶玩偶”进行亮剑——“罚款 200 元记 2

分”。同时，山东省、江苏省、江西省、内蒙古自

治区等多地交警，也都曾发布过“车顶玩偶”的

安全隐患警示。希望相关部门能从中得到一

些启示，并拿出过硬的办法和措施，及时刹住

这股歪风。

时事乱炖

微声音

这些献血常识，你应该知道

①献血前不能空腹，但饮食要清淡；②亲属

间不建议相互献血，输血后并发移植物抗宿主

病的危险性更大；③无偿献血感染疾病的概率

非常非常小，血液中心使用的均是一次性器材；

④一人一次献血量只占总血量的 5%～10%，按

规定献血，对身体不会有任何影响。

@人民日报

近日，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为

鼓励学生参加无偿献血，实行“每位

献血学生可奖励 30 个学时”的做法。

此举对“分是命根儿”的学生来说，无

疑“诱惑太大”，献血学生人数翻了几

倍。高校献血奖学时的做法是鼓励

还是利诱？此举引发网友热议。（6月

14日《大河报》）

提起献血，人们马上会想起“无

偿”和“爱心”这两个暖心的词。然

而，当“献血”与“学时”，这两个风马

牛不相及的词语被放在一起，让人总

有一种如鲠在喉的感觉。试问，是什

么力量让“献血”与“学时”捆绑在一

起，出现“献血人数倍增”的现象，答

案未必是爱心使然。重奖之下必有

勇夫，对于“分是命根儿”的学生来

说，利益的诱惑显然超出了爱心的力

量。献血体现是一种爱心和奉献精

神，献血者会得到社会的尊重和爱

戴，当献血成为学时的交换品时，在

笔者看来，扭曲的不仅是爱心。

首 先 ，献 血 奖 学 时 ，有 悖 于 法

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二条

规定：国家实行无偿献血制度，国家

提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健康

公民自愿献血。在 30 个学时面前，

“一腔热血”有多少无偿的爱心和自

愿的成分。“无偿”变“有偿”，这不是

打法律的“擦边球”，而是明显违反了

国家法律。

其次，献血奖学时，有失教育公

平。 十九大报告提出,努力让每个孩

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教育

的公平在于让每一位学子通过奋发图

强，勤学苦练实现自己的梦想。学生

“拼爹”“拼钱”“拼关系”不是教育公

平，“拼血”更有失教育公平。高考加

分政策，已经饱受公众诟病，如果让

“分不够，血来凑”成为一种风气，搅

浑的不仅是一座学校，还有教育的一

片晴空。

献血奖学时的“创新”政策应该紧

急叫停，端正学风，培养学生积极向

上的价值观，让每位学子不负芳华，

成为社会有用之材才是学校的初心和

使命。

以血换“学”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