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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高考“放榜”时。近来，“高分屏蔽生出现了”等多条类似新闻冲
上热搜，短视频里考生与家长的喜悦之情溢出屏外。

所谓“高分屏蔽生”，指的是那些成绩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排名
较高，因此被屏蔽具体分数的考生。寒窗苦读终有所成，考生与家长晒晒
喜事，这是人之常情。

但“高分屏蔽生”的消息如此密集，也不免有些别扭。要知道，之所
以屏蔽高分不予显示，为的就是防止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等。如
今，“某某考生成绩被屏蔽”却被大肆宣扬，那屏蔽的意义又在哪呢？

高考出分，自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可再看“热搜”之上，似乎只有高
分的喜悦，除了“高分屏蔽生”，六七百分的高分考生也是一抓一大把。但
稍一咂摸，不难发现其中尴尬：高分考生极其有限，怎么可能“遍地是学
霸”？高分之外，更多的是沉默的、普普通通的大多数，失手失意的考生也
不少。

何以出现“满屏高分”？除了大多数考生不会特意分享之外，关键还是

流量机制推波助澜。高分考生自带流量，媒体平台一拥而上，自然就推高
了其关注度。此外，也不乏一些营销号刻意渲染高分、制造焦虑变相卖
课。更有一些人编造高分视频，博眼球，赚流量。一来二去，大家视野里
自然都是“高分”“学霸”了。对此，相关方面需要及时出手，刹一刹拿

“高考高分”当流量密码的歪风。
人生是旷野，而非单行道。高考分数或高或低，都不是奋斗的终点，

比起关注既定分数，理性规划未来方向更重要。我们身边，想必也有发挥
欠佳的考生，他们除了郁闷、失落之外，更多在为前路发愁。学校、家长
乃至相关方面，有没有多多关心他们有什么计划考虑、需要帮助之处？既
然总说“不以分数论英雄”，那就不能过度关注炒作“高分”，而忽视对学
生的长远教育与引导，否则对整个社会良好教育心态的养成有害无益。

为高分鼓掌，也看得见“沉默的大多数”，传递“无论分高分低，只要
奋斗了就无悔”的价值理念，这才是一个理性的不功利社会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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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沉默的大多数”被满屏高分淹没

6月25日，据北京公交警方通报：6月24日13时许，在地铁10号线从知
春里开往知春路站的列车上，违法行为人叶某某（男，65岁）因座位问题与
另一乘客发生纠纷，扰乱乘车秩序。目前，北京公交警方已依法对叶某某
行政拘留。（6月25日九派新闻）

此前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北京地铁10号线上，一老人执意让女乘客
让座，女子不肯，随即遭到老人动手袭扰。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是，其间，
老人情绪越来越激动，甚至出手去捂女乘客嘴，又用拐杖袭扰她的腿脚，扬
言让其报案。事发后，涉事老人被警方带走。

事实上，涉事老人被警方行拘，理所应当。一方面，公开场合动手袭
扰，且气焰嚣张，造成社会影响极坏，这就不是道德层面的事件了；同时，这
一行政处罚的背后，也有着严谨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或者
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可处警告或者二百元
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
款。

纵观这起公共事件，值得点赞的是北京警方的“雷霆出击”。近年来，
在公交或地铁车厢里，类似因为让座问题引发冲突的事件，屡有发生。有
老人以强行坐到别人腿上的方式来“抢座”“霸座”；也有女子在地铁上自称

“老师”，强行要求乘客给自己孩子让座；此外，还有年轻人未给老年人让
座，遭对方掌掴及言语辱骂等等。类似事件曝光后，虽然舆论和网友对此
进行强烈谴责，但当事人大多没有受到惩罚。由此，也助长了个别人在公
共场所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从而导致更多类似的“抢座”“霸座”事件发
生。这无疑说明，仅靠劝导、教育、道德谴责，难以达到理想预期。一千次
不痛不痒的教育劝导，远不如一次切身的法律震慑。

通过这起具体而生动的法律案例，不仅能帮助普通公众厘清道德与法
律二者的边界，也能倒逼人们在公共场所，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远离
不文明行为。

吴睿鸫 来源：羊城晚报

老人强要座位被行拘

一次法律震慑胜过千次劝导

公交驾驶员突发疾病导致事故时有发生，其健康保障日益受到关注。
除颈椎腰椎疾病外，不少公交驾驶员还面临胃肠疾病、代谢综合征等健康
问题。专业人士建议，通过组织健康体检、设立健康驿站、进行心理健康
测评等，保障这一群体的身心健康。（见6月24日《工人日报》）

我们会不时为这样的新闻而感动：有公交司机在身体不适或突发疾病
时，仍尽职尽责将乘客安全地送到目的地。时下，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增
强，劳动者的权益保护越来越受重视，公交司机“带病行车”问题，也应
努力在现实中求解。

劳动者需张弛有度、劳逸结合，对公交司机这个高压职业而言，更不
应例外。因此，当公交司机遇到身体不适、情绪不佳时，及时报备、请假
调班等应成为常规硬核举措。这不仅是对普通劳动者的关爱，也是对乘客
的出行安全负责。此外，公交企业管理者也应坚守行业准入门槛，加强对
驾驶员的常态化监测考核，当驾驶员不适合履职，或发现其存在不正常心
理现象，则应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其“带病行车”。

在过往的叙事中，带病工作通常被定义为恪尽职守、敬业奉献的表

现，这在很多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但对某些行业而言，这种事情需要
我们给予慎重思考。与其颂扬带病工作，不如努力从制度和规则层面去
更多关心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让“有病不硬撑、请假不丢人”成为一种
日常。

不少公交驾驶员热爱工作、认真生活，他们是城市的亮眼名片。不论
是组织常规健康体检，还是进行心理健康测评，抑或是组织其定期参加体
育运动，关爱和善待公交驾驶员，功夫要下在平时。

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少地方公交行业确实面临着一系列现实困境，这
需要全社会多些正视与理解，需要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等方面给予实实在
在的帮助与支持。

眼下，避免公交司机“带病行车”，是我们重新审视城市公交行业发展
的一个切口，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给予公交驾驶员
更多的制度护佑和人文关怀，公交出行才会更有品质、更有保障，我们的
城市才能更加顺畅有序地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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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避免公交司机“带病行车”需要更多支持与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