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拘留抢座骂人者，捍卫文明底线
当抢座问题反复出现且日趋粗暴化，当道德谴责不足以纠正错误行为时，就不能再局限于道

德范畴。北京公交警方对马某某予以行政拘留，于法有据，彰显了法律的严肃性与威慑力。在对于
违法违规之举予以处罚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并鼓励让座，表彰尊老爱幼行为。

当心盲盒交易开启“潘多拉魔盒”

“广场经典诵读”让书香弥漫社区

■观察家

巷 议

□何勇海

最近，一种放在“盲盒”里的小玩偶开始
成为年轻人的新宠。根据某二手购物平台今
年年中公布的数据，过去一年，该交易平台
上有 30万盲盒玩家交易，其中最受追捧的
盲盒价格狂涨几十倍。不少玩家和网友感
叹，“一入盲盒深似海，从此钱包是路人。”
（9月18日央广网）
盲盒，顾名思义，就是说，你买的时候不知

道是什么，只能买完拆开后才能一睹真容。年
轻人出于好奇进行消费的行为越来越普遍，而
盲盒这种商品，正是“引诱”消费者为其好奇心
买单。按理说，商家利用好奇心主导人们进行
消费，法无禁止即可为，但也要看到，与“炒鞋”

存在本质区别的是，盲盒的销售与购买带有很
强的不确定性，会强化消费者对购买结果的预
期心理以及可能会获得的惊喜感，由此会勾起
一种赌博心态。
据报道，在一些盲盒商家的设定中，一套

盲盒玩偶分为“固定款”和“隐藏款”，“隐藏款”
又分为“隐藏”和“大隐藏”，“大隐藏”相较于“隐
藏”数量更少，这意味着只有极少数幸运儿才
能集齐一套盲盒玩偶。这种稀有性刺激同买彩
票相似，很容易让人欲罢不能，一发不可收地掉
入盲盒的坑。而喜欢盲盒的消费者中还有不少
未成年人，他们更容易受到诱惑而失去控制。因
此，有网友称盲盒是“掌握了人性弱点的恶劣发
明”，也有网友认为盲盒就像是潘多拉魔盒。
对于盲盒，消费者应该理性消费，不妨当成
一种“小买怡情”的爱好，否则，“大买伤身，爆买
灰飞烟灭”。对盲盒太好奇、太执着，就可能被掏
空钱包。有调查称，某款盲盒玩偶原价仅69元，
而许多平台的售价竟高达2350元，可见炒作之
疯狂。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应节制消费，避
免成瘾。监管部门也应及早介入，防微杜渐。

□李红梅

今年夏天，半岛都市报再次联合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举办“广场经典诵读”活动，在
青岛掀起新一轮诵读经典的热潮。今年的诵
读活动以“诗书广场 风雅夏日”为主题，分
为“汉唐之韵”“民国记忆”两个线下专场，进
一步在社区居民中传扬国学、传承传统文
化。经过一个多月的广泛参与，如今已经完
美收官。
每一次诵读，都是穿越千年的心意相

通。“广场经典诵读”对传统文化的颂扬与传
承，给周边社区居民奉上国学文化盛宴，也
送去了富有风雅气息的夏日纳凉体验。广场
和经典融合，传统与流行碰撞，轻吟浅唱间，
重新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不竭
生命力。“广场经典诵读”活动就像一缕清
风，逐渐成为带动全民阅读、弘扬中国传统
文化的一张有声名片。

时代在变，潮流在变，但我们对经典文
化的“共同情感”从未改变。“广场经典诵读”
活动自2014年启动以来，已在国内多个城市
落地，带动了百万人穿越古今、徜徉书海，重
新寻找和发现阅读的乐趣。通过人人都能参
与、感受的方式，探求经典文化背后的情感
共鸣。
屈指算来，“广场经典诵读”活动落地青

岛5年。其知名度不断提高，报名人数每年都
在增加，成为本报与青岛市民的一份美好约
定，积累了一大批热爱国学文化、点赞经典
诵读的忠实粉丝。他们年龄不同、行业各异，
是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传承经典的动力，让这
些热爱经典、喜欢朗诵的人汇聚广场、捧读
经典，分享诵读的热情和阅读的快乐，共同
奔赴一场国学文化视听盛宴。在人心浮躁的
当下，时常响起“抵达肺腑”的诵读之声，会
使我们获得更多的情感体验，进而使我们的
生命变得智慧而又芬芳。

“午休经济”悄然崛起，出现了专
门针对上班族的“午睡吧”“共享睡眠
舱”。不想睡又怎么打发？有人会选择
美容、健身等消费活动，享受商家专
门针对午休推出的个性化服务和促
销优惠。（9月18日《工人日报》）
上班族“打盹”俨然成为生产力。

然而，按照目前很多单位实行的上班
时间设计，员工根本没有足够的午休
时间，既不能午睡，也不能进行午休
消费。笔者认为，用人单位不妨顺应
新形势，给员工多一些人文关怀。一
方面，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不妨开辟
出供员工午睡的空间，方便员工使用
折叠床，改善员工午睡条件。另一方
面，在坚持八小时工作制的前提下，
不妨与员工协商，上班时间适当提
前，下班时间适当延迟，为员工预留
出足够的时间午休、午睡、消费。何勇

9月18日，湖北宜昌东站派出所
工作人员向媒体证实，携带限带品强
闯火车站，叫嚣“我是公众人物，你完
了”的女子确为演员刘露。事发的 9
月 2日当日，刘露因阻碍执行职务，
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警方行政拘留
5日。（9月18日《新京报》）
“不作死就不会死”再添典型案
例。携带危险品进站，无视警告出言
不逊，撒泼耍横阻碍执行职务……众
目睽睽之下发生的这一幕幕，用“愚
蠢”二字形容并不为过。9月18日，刘
露通过微博道歉，称“会深刻反省自
己”。但这种事发多日之后、舆论压力
之下的道歉，注定难以服众。刘露称，
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堂课”。但不得
不说，这堂课太沉重。实力不强、名气
不大，却不把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当
回事，这么一搞，可能会真的“完”
了。 陈广江

□王丽美

据北京公交警方官微消息，针对网爆
“地铁6号线一男子强迫他人让座并进行辱
骂”事件，北京公交警方日前发布通报称，已
对辱骂他人的马某某予以行政拘留。（9月
18日中新网）
在地铁上要座位、骂人被拘留了？这个

消息让不少人感到意外。这名58岁的马某某
本来就应该明白，年轻人让座是情分，不让
座自己也没有权利硬抢。但他不仅因拥挤与
身边女乘客发生争执，还与坐在座位上进行

劝解的乘客于某发生口角，甚至在坐了于某
让出的座位之后，仍对其进行辱骂。需要提醒
的是，马某某以辱骂的方式对待让座者不仅不
道德，而且已涉嫌侵犯他人名誉权。
这些年，关于让座的讨论早已经过了无

数轮，大众甚至出现了“审丑疲劳”。尽管我
们反复呼吁提升文明素养和道德水准，但关
于公共交通工具上让座的骂战依然此起彼
伏，不断刺激人们的神经。过去，对于那些自
私自利、以暴力手段逼人让座的行为，多是
以道德谴责为主，没有起到约束作用，致使
某些人无所忌惮，肆意而为。
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明文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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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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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某某在拥挤的地铁上强迫他人让座并
进行辱骂，已涉嫌扰乱公共交通秩序、公然侮
辱他人，若对这类事件一再予以轻纵，法律法
规将会形同虚设，道德文明也将遭受重创。

当一类问题反复出现且日趋粗暴化，当道
德谴责不足以纠正错误行为时，就不能局限于
道德范畴。当少数人明明自身失德，反而还以
道德之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时，就理应进行法
律约束，而不能让失德行为肆意蔓延。因此，北
京公交警方对马某某予以行政拘留，于法有
据，彰显了法律的严肃性与威慑力。希望更
多的地方能借鉴北京公交警方的做法，在面
对此类问题时能积极作为，而非视而不见，
一味和稀泥。
公共交通是城市文明的窗口，主动让座

是文明社会倡导的美德。因此，在对于违法
违规之举予以处罚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多种
形式引导并鼓励让座，表彰尊老爱幼行为。
同时，在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压力越来
越大的背景下，相关部门也应拓展思路，缓
解特殊人群与普通人的乘车矛盾，从而减少
冲突的发生，进一步营造和谐、文明的社会
氛围。而城市文明需要大家携手创造，既要
相互理解，彼此宽容，友爱互助，也要懂法守
法，违法必究，这样社会才能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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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午休成为“经济”
单位不妨多给点关怀

女演员大闹火车站
究竟谁“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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