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面来风

旅游大巴停哪儿
□王智琦

随着第一次 “就地过年” 的

圆满结束和新冠疫情的再次趋

缓， 旅游市场又会重新恢复热闹
兴旺的景象， 游客尤其是中老年

游客对市郊、 江浙一带的短途游
热情又会重燃。 说实话， 新冠疫

情对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重创令

人始料不及， 旅游界期待着旅游
业的春天重新到来。

自去年正式退休后， 我有了

大把闲暇的时间可以和同学朋友
外出旅游。 去云南、 重庆、 山西

等地首选当然是飞机， 而江浙一
带的短途游基本上就坐旅游大

巴。 中学同学阿耀是个热心人，

他曾当过兼职导游 ， 游览信息
多 ， 经常组织大家去江浙一带

两、 三天旅游， 且价廉物值， 如
去安徽亳州只消 300 多元 。 阿

耀热情地邀我同往， 我也欣然参

加。 但我发现每次旅游大巴停靠
的地点都不相同， 当然前往的目

的地也不相同。 刚开始在上海博
物馆南门武胜路附近、 上海大剧

院黄陂北路附近， 然后是镇坪路

地铁站附近、 河南中路福佑路停

车场、 中山公园龙之梦附近等。

尽管停靠的地点不同， 但无一例

外地都是游客汹涌， 场面混乱，

旅游大巴横七竖八地随意停放，

如果同时停靠数十辆旅游大巴，

而游客又候分克数地姗姗来迟，

那老年人恐怕真要急得性命交

关。

更有甚者， 游客其实早已来

到集合点， 引颈盼望， 导游也耐
心告诉游客旅游大巴已经来了，

只是未到时间， 司机在外面兜圈
子 ， 害得游客在寒风中叫苦不

迭。 阿耀告诉我， 这是因为这些

停靠点只是在马路边上， 不是正
式停车场， 司机怕警察开罚单，

所以只能等游客来齐了， 大家才
能一哄而上。 不付停车费的旅游

大巴必须在 7 点钟之前开走 ，

否则警察就会过来干涉。 果真，

有一次和中学同学去浙江江郎山

旅游 ， 旅游大巴停靠在汉中路

741 公交终点站旁 ， 说好 7 点

出发， 却因为等人稍迟了些， 车

刚开到梅园路口， 就被警察拦了
下来， 罚款 200 元 ， 司机心情

大坏， 旅游大巴很晚才到了江郎

山。

对此 ， 我很有些疑惑和不
解， 上海是著名的旅游城市， 每

天到上海旅游观光的中外游客纷
至沓来， 当然也会有数以万计的

游客出城旅游， 有关部门理应为

外出旅游的大巴车提供合理有序
的停车场或停靠点， 这些地方要

靠近地铁或公交站点， 以便游客
便捷来回， 而绝不能停在哪里算

哪里 。 有了固定停车场或停车

点， 当然应该收一定的停车费，

这笔费用可以平摊到游客身上。

如此司机不必盲目地耗油兜圈
子， 游客也无须苦等、 找车。 一

次美好的旅游出行， 往往会被寻

找车辆、 焦急等待而大打折扣，

其实算下来停车费还真没几个

钱， 何必呢？ 如果说上海滩寸土
寸金难找固定停车场或停车点，

那也应该由权威部门划定合规的

临时停车场或停车点。 我想如果
每次都让旅游大巴司机胆战心惊

地东停西靠， 也太有损于大上海
“海纳百川” 的形象了吧？

山区里的乡村 曹林 摄

■灯下漫笔

“眼镜花朵”现象令人堪忧
□沈 栖

人们都把青少年喻为 “祖国

的花朵”， 他们是那么的活泼可

爱， 充满生机， 是未来的革命接
班人。 但有一个现象令人堪忧：

“小眼镜” 扎堆。 柏杨曾经描述
的情形于今为烈： “本来是活蹦

乱跳的 ‘中国未来的主人翁 ’，

小学堂没毕业就成了近视眼， 小
小年纪， 鼻梁上二饼在焉”。

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

示 ： 目前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

53.6% ， 其 中 6 岁 儿 童 为

14.5%，小学生为 36%，中学生为

71.6%，高中生为 81%。 这就是

说， 全国青少年中有一半以上是

“小眼镜”。 无怪乎， 我国多地有
“眼镜一条街”， 且生意兴旺。

应当承认， 一个人的视力与
父母遗传有一定的关联。 但是，

先天性近视毕竟是极少数， 绝大

多数青少年的近视是后天造成
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用眼的频

率趋高， 患有近视者与日俱增，

那是毋庸置疑的。 后天是否会近

视？ 近视的幅度是否会加快？ 这

与用眼卫生有着直接的因果关
系 。 我国教育家陶行知说过 ：

“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往往在儿童

时代就养成， 他们随心所欲， 坏

习惯由此不知不觉间形成。” 用
眼也是生活习惯的一个重要方

面， 这种习惯在儿童时代即显端

倪。 譬如看书，孩子自有好奇心，

阅读图文并茂的童书似是一种天

性，有的孩子竟可达到“贪婪”的
程度。 但是，除了“读什么”外，还

有一个“?么读”的问题。时下，有

些孩子看书不注意姿势， 或躺着
看， 或近距离看， 或长时间看，

似乎一本书不看完不罢手。 这在
一定程度上造成其视力的损伤，

而家长则轻忽之 。 更何况 ， 电

视、 游戏机、 ipad 过早过量地

进入孩子的生活， 其视力每况愈
下乃是势所难免。

社会呼吁学生减负已形成一

种强大舆论， 但收效甚微， 孩子

们普遍面临着极端的学业压力。

学校和家长都要求孩子取得好成

绩， 这意味着他们大部分时光被
关在室内， 而缺乏自然光会增加

近视的风险 。 关心青少年的视

力， 亟待切实做到课业的减负。

课业的负重和孩子的近视是成正

比例的， 或言之， 现如今孩子们

的视力问题与过于沉重的课业负

担有一定的关联。 2020 年 8 月

29 日， 人民网主办 《第二届国

民视觉健康高峰论坛》 上发布的
《中国青少年近视防控大数据报

告》 指出： 当前青少年用眼时长

超过标准一倍有余， 75.3%的青
少年平均每日近距离连续用眼超

过 2 小时 ， 户外有效暴露时长
严重不足。 据美国 《自然》 杂志

发表的研究成果表明： 近视主要

原因之一就是户外活动时间不
足。 因为户外活动能有效接受日

照下的光谱以及节律， 这是最神
奇的防控近视的手段。

说实在， 我极力反对那种以

牺牲包括视力在内的健康获取
“高学分” 的做法， 对像四川省

广元市范家小学防控学生近视的
举措则颇为激赏。 该校近视率仅

为 10%， 其诀窍就是充分保证

学生户外体育活动时间。 每个教
室都张贴视力表， 一下课同学们

便互相测试， 提醒保护视力； 进
教室听课， 学生做练习时， 老师

巡视不时地将低垂的头抬起， 保

持一尺距离 ； 特别是下午两节课

后， 老师全员出动 “轰” 全体学生

户外活动。 每个孩子都成为了眼健
康的第一责任人。 我卜居巴黎的女

儿生有两个孩子， 10 多岁都在念
小学 。 学校很重视眼健康措施 ，

如： 不准带手机进学校 （我国教育

部近日也作了这方面的规定）； 不
布置回家作业 （常有手工作业 ）；

每次下课后关闭教室， 令孩子户外
活动 ； 每个月都组织一次郊野活

动， 暑假还有夏令营。 这些课外活

动的方式， 除了能让孩子们学到一
些自然常识， 还能愉悦心智， 增进

体魄， 当然， 在极目远眺间， 也有
助于孩子们的视力。

每年 10 月的第二个星期四是

“世界爱眼日”， 我国的 “全国爱眼

日” 是每年的 6 月 6 日。 眼健康意

识不能只是停留在“爱眼日”。 可喜
的 是 ， 《健 康 中 国 行 动 （2019—

2030）》 已将青少年眼健康列入其
间，明确要求：中小学生每天校内体

育活动不少于一小时。 以任何借口

敷衍、折扣、侵占中小学生校内体育
活动时间的做法亟须叫停， 唯有如

此， “眼镜花朵” 现象才能式微。

■并非闲话

“拼小”年代
□齐世明

今年央视春晚， 你印象最深的节

目是……

相声 《如此家长 》 ———公交车

上， 办公室里， 人们回答近乎异口同

声。

家长攀比式地报各种课外班， 辅

导孩子在楼道里传出的怒吼声……在

社会各界都荡起回声。

笔者油然想到， 其实， 目下， 说

是 “拼爹 ” 年代 ， 更是 “拼小 ” 年
代。 ?么 “拼”？

“出名要趁早”， 这是张爱玲 24

岁时在其 《传奇 》 再版序发出的感

叹 。 未料 ， 随着 “张爱玲热 ” 竟成
“喻世明言”， 而今又被通俗地 “嫁

接 ” 为 “学艺要抓小 ” “表演要趁

早”， 舔犊心切的家长们于此 “早 ”

发现了 “溜光 （平坦） 大道”， 甚至

是 “星光 （前程） 大道”， 便格外钟
情也不吝非凡投入。

循此四顾， 哪位为人父母者不是
感同身受？ 于是乎， 少儿表演热成了

华夏大地一道眩目的风景线， 而由腊

月至正月， 东西南北中都摆开了 “歌
台舞榭”。

首先 “嗨” 起来的自然是商家。

还记得曾红遍一时的上海 “维密秀”

吧， 大幕甫落， 商场和主办方又出新

招。 岁尾年初， 网络上遂 “井喷” 儿
童走秀视频： 一个个幼小的模特们浓

妆烫发， 着缀羽毛、 颇暴露的分体内
衣 ， 装模作样地在 T 台上走 “秀 ”

……这是何招？

回应： 家长们有 “刚需”， 可以

说是商机无限嘛！ 况且， 少儿表演热
是最佳吸金点， 一个孩子就是一块吸

金石……?

孩子表演热等于 “吸金石”？ 无

论你信与不信， 反正各路商家就此广

拓吸金点 ， 遂多地上演 “少儿维密
秀”！ 甭管 “服” 与不 “服”， 孩子们

也如鲫鱼过江， 纷纷被送上这样的 T

台……

最可叹的还是为人父母者。 新春
里域内确乎成了大舞台， 而为了孩子

们学文习艺， 尽早登上大舞台， 全家
庭甚至 “隔代” 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

婆都确实要 “非凡投入” 呢。

比如最 “烧钱” 的学艺 （过春节就

是各地艺考）， 那些艺考生到底要砸多

少钱 ？ 光是考前突击上课就得 10 万
元。 艺考成了多少家庭靠近 “明星梦”

想的独木桥， 然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 自然也决定你的孩子能不能 “过

桥”， 过了 “桥” 又能 “走多远” 呢？

可怜天下父母心 。 明知道各路商
家 ， 紧盯着孩子消费 （特别是学文练

艺） 这块大 “蛋糕”， 当父母者或是信
奉 “早学艺早出路” 或是为培养孩子们

有一种爱好， 更有 “升华” 至与时俱进

的一种 “新观念”： 这也是素质教育之
一种嘛， 遂吃苦受累地陪读 （更兼 “掏

空腰包投入”） 也 “不亦乐乎”。

其实， 那种种成人化表演秀性感的

方式， 哪是 “锻炼孩子的胆量”、 什么
“素质教育” 可以解释的？ 人生最纯真

的美好时光哪里还有少儿的纯真？ 而家
长见其反而沾沾自喜 ， 甚至 “吃糠咽

菜” 也要供养 （花销实非一般工薪族可

以负担）， 以为赶上全民重表演、 学表
演成时尚的 “浪头”， 就更要检讨在急

功近利的 “金” 风吹拂之中， 是否利令
智昏？

令人拭泪的仍是孩子们。

岁尾， 各地跨年庆典， 年初， 各行
各界春晚， 荧屏满目综艺晚会， 孩子登

台的越来越多了， 且越登台越显小。 那
两登央视春晚的邓鸣贺 ， 因 “初鸣息

声” 于九岁病夭而令人扼腕， 更小其几

岁的 “后浪” 已争先恐后地涌上各地
“沙滩”。

毕竟是孩子， 新鲜劲儿保持几时？

能不乏不累么？ 于是， 内蒙古呼伦贝尔

一新春晚会上， 一名 3 岁女童参加舞

蹈表演时， 因 6 点即起床排练， 犯困
直接趴在舞台上睡着了。 老师和家长上

台两次也没能把她真正叫醒， 最后， 睡
娃一句: “?么办哪？ 我真的很困啊！”

一下萌翻全场， 也会溅泪舞台吧！

而突来的寒潮之中， 哪些排练场保
暖 “达标”？ 这时就应了东北三省一句

俗话： 美丽冻人， 瑟瑟发抖之际， 看着
纯真、 美好的少男少女， 或浓妆艳抹，

穿着薄薄的纱裙， 或呵着寒气， 发出颤

抖的声音……当父母的谁不心痛， 孩子
们又何故恁般辛劳， 如此被 “拼”？

■法官手记

大秦帝国
□潘自强

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 承东出之遗

志， 灭东周、 扫六国， 止六国纷争； 书同

文、 车同轨， 现华夏一统。

秦国变法 “虽人亡政不息”。 从历史

上的变法来看， 除王朝更替、 制度推倒重
来外， 变法鲜有成功范例。 人亡政息是古

代法制变革的一个普遍规律， 但秦国在变
法发起人秦孝公和变法主持人商鞅相继离

世后， 仍能坚定不移地支持变法新政， 将

变法事业进行到底。 魏国李悝变法、 楚国
吴起变法， 虽然收效很大， 但都因种种原

因， 或浅尝辄止、 半途而废， 或多方掣
肘、 无疾而终， 都没有达到秦国变法的高

度。

秦人变法 “纵身死志不移”。 商鞅主
张大仁不仁， 实行严刑峻法， 而且法令布

告天下， 要求所有人必须遵守， 诸侯贵族
均不得例外。 从徙木立信到劓鼻太傅、 黥

面太师， 变法之人商鞅从未动摇变法之决

心。 正因此， 秦人不再对变法产生任何怀
疑和非议， 变法的权威得以确立， 各项新

政得以贯彻。

变法内容 “应民心顺时代”。 秦国变

法对民众的积极性调动是空前的， 前有废

井田、 重农桑、 奖军功为激励， 后有 “连
坐之法” “异子之科” 相惩戒， 秦人对此

积极参与耕战， 秦国势力不断强盛。 秦人
能够普遍拥护新法并积极参与国家征战，

相较于后世 “征民夫” “抓壮丁” 而言，

秦国变法后的制度优势已逐渐体现。 秦废
分封、 行郡县， 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政治

制度， 比起各自为政的奴隶主分封制度，

具有政令畅通、 运转高效的绝对优势， 故

能在中华大地上建立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封

建中央集权制度。

需要说明的是， 秦人的法治思想与以

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法治思想具有很大差
别。 从本质上讲， 被秦人奉为圭臬的 “法

治” 是人治统摄下僵化的法治， 更多体现

为 “刑治”。 但是， 在人类社会从奴隶制
向封建制转型的历史条件下， 秦人的这种

“缘法而治” 的精神已经是战国时期最为
先进的理念了。

在天下大争的时代， 华夏民族用优胜

劣汰的法则选择了自己的承继者， 秦人的
奋争精神为华夏民族的历史留下了独特的

注解。

正是有了秦人对变法 、 对法治的追

求， 秦国变法才能克服重重困难， 最终获

得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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