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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榜

北京首条“自行车高速”——回
龙观至上地自行车专用路即将于本
周开通使用，有望缓解昌平回龙观至
海淀上地软件园的交通拥堵状况，惠
及两地之间约 1.16 万“通勤族”。这
条自行车专用路共设8个出入口，其
中6个安有自行车助力装置，路面防
滑性优于普通非机动车道。

当私家车的数量越来越多，交通
拥堵便成为突出的“城市病”，因此，
许多城市都在大力提倡绿色出行、低
碳出行。但有的地方只是如此向公
众宣传，或者赶上“节能日”的时候象
征性地配合一下，并不真的用实际行
动支持、践行绿色出行。这从城市里
不断压缩的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可以
看出一二，甚至有些地方的自行车道
已不复存在，成了机动车的停车点。
在自行车道甚至人行道的“生存”状
况越来越逼仄的大环境下，北京的这

条自行车专用路显得非常珍贵。
专用自行车道的出现，与之前被

曝的多地“微自行车道”形成鲜明对
比。当城市的自行车道越来越窄甚
至面临消失，背后总有一些冠冕堂皇
的理由，比如机动车数量大增，交通
拥堵日益严重，因此要为机动车开辟
更宽的道路。听起来似乎有理，但是
当前我国的交通拥堵一定是路窄、车
多造成的吗？有没有道路通行规则
设计不合理的因素？有没有司机不
遵守交通规则、破坏交通秩序的因
素？城市决策者是不是并没有意识
到绿色出行的重要性？

我们经常见到城市的马路在扩
建，但拥堵现象并未因此得到明显缓
解，这是因为拥堵本来就是一系列综
合原因造成的，尤其与驾驶员素质和
交通管理水平息息相关。随意占道
停车，乱穿马路，见空就抢，视黄线于

无形，这些都是不少中国司机的恶
习，也是造成交通拥堵的重要原因，
如果这些驾驶习惯改不掉，那么多宽
的马路都不能满足司机们的需求。
而非机动车道或人行道被不断挤压，
其后果是人车混行成为常态，使得本
来就是马路“弱势群体”的行人和非
机动车面临更多危险。

当人们骑着自行车混行在机动
车中间，左顾右盼小心翼翼生怕被碰
到，甚至有时还要被司机嫌弃骑得
慢，挡了自己的道时，一定感受不到
城市建设和发展带来的实惠与幸福，
反而会埋怨相关部门的决策。当管
理者陷入一种用扩路来缓解拥堵的
惯性思维，会很容易遭遇瓶颈，比如
路已经扩不动了怎么办？

其实，那些与市民出行休戚相
关的市政基础设施，并不需要建设
得多么高端和华丽，只要能为大家

提供方便，甚至做到最基本的实用
要求，就可以让老百姓感到满足、惬
意。但事实上，很多地方却连最基
本的民生视角都忽视了，有的则是
习惯性地采取弱势让位于强势的生
硬举措。

开辟自行车专用路，不仅是北京
的一种交通整治方式和城市管理者
对绿色出行、节能减排的态度，它更
向其他城市传递出一种讯息：城市管
理不能简单粗暴化，而是需要悉心的
规划和智慧的决策。政府的实际行
动对百姓具有强大的引导作用，因此
在大气污染已经严重威胁到国人健
康时，当节能生活成为全世界共同的
努力目标时，百姓只有切实感受到政
府的诚意和努力，能够真正享受到绿
色出行的条件，有机会感受它的好
处，才能让节能环保意识在心中生根
发芽。

自行车专用道，让节能意识真正落地
■本报评论员扈宏毅

自由谈

5月26日，郑州新郑机场一男子因
不满航班延误，要求航空公司工作人
员跪下来代表公司道歉。期间，工作
人员不断试图解释，“我是工作人员，我
尽我的职责，但是你没有必要侮辱
我”。但男乘客却不依不饶，“你应该跪
下来向我们道歉！”“跪下来是诚意嘛。”
28日，当事航空公司一员工称，当晚郑
州到深圳的航班因天气原因延误，是
工作人员无法控制的，希望能相互尊
重，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说实话，只要是坐飞机出行，都
有可能碰上延误的事儿，而天气原因
造成的延误，对于许多“常旅客”而
言，早就见怪不怪了。毕竟，飞机飞
行要求的天气条件较为苛刻，只要在
既定航线上出现异常气候，比如能见
度低，航道附近有低云、雷雨区、强侧

风等，飞机就得原地待命，不得出
发。对于不可控因素造成的航班延
误，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同样是心急如
焚，不能及时送乘客登机，他们的工
作时间就得相应延长；很多时候，还
得面临被乘客反复追问，甚至是言语
攻击的心理压力。

因不满航班延误，就要求工作人
员下跪“表诚意”，碰到这样“刁蛮”的乘
客，工作人员的内心恐怕也是极其崩
溃的。乘客把自个当上帝，未免“入戏
太深”。虽说为乘客提供服务是工作
人员的职责所在，但并不意味着他们
就得“低人一头”，就得被践踏尊严。人
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服务者与被服务
者之间也没有谁比谁更“尊贵”。天气
原因造成的延误，就算要找个出气筒，
乘客也得找“老天”发火，不依不饶欺负

工作人员算什么本事呢？只会暴露出
自己素质低下、性格暴戾的一面。

如果我们搜索下近年来的新闻不
难发现，乘客“刁难”工作人员的例子比
比皆是。浦东机场一乘客不满航班延
误，直接用手机怒扇工作人员；而在大
连机场，同样是因为延误这档事儿，某
乘客直接撂倒工作人员后装晕……各
类丑态毕现，真是让人“叹为观止”。话
说这些“出镜”的乘客年纪也都不小了，
还这么任性嚣张，就不怕在网上被人
拍砖、在现实中被亲朋好友指指点点
么？再说了，飞机延误，不是打骂工作
人员就能立马解决的，就算是有再着
急的事要办，碰上天公不给力，也得忍
着不是？

事实上，一些在机场“花式撒泼”
的乘客，已经被列入了民航旅客黑名

单，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他们都
将无法乘坐飞机出行。有这样的“前
车之鉴”，后来的乘客就别在“以身试
法”了。出行时遭遇不顺，有点情绪
也得自我消化，别把气发泄在旁人身
上，多点宽容和谅解，如果延误时间
长，可以想想有没有其他可替代方
案，比如换乘转机航班，或是乘坐高
铁。总之，放过无辜的工作人员，也
放过自己。

当然，我们同样希望，即使是不可
控因素造成的航班延误，航空公司也能
站在安抚乘客的角度，主动提供一些小
食品或小礼品。从成本支出上看，不过
是九牛一毛，但是对于提升公司形象和
美誉度，确有奇效。此外，在维护员工
尊严不被乘客恶意侵犯上，航空公司应
当想办法做得更好，莫让员工太委屈。

航班延误，乘客也无权“撒泼”
■本报评论员 陈曦

茶馆 游戏成瘾被定性为疾病

5月25日，世界卫
生组织（WHO）召开第
72 届世界卫生大会。
会上通过的《国际疾病
分类第 11次修订本》，
首次将“游戏障碍”即
电子游戏成瘾行为列
为疾病。

孩子之所以沉迷游戏，就是因为家长欠
缺“输出”能力，即不知道如何分辨游戏作品
的好坏，也不知道孩子适合何种游戏类型。
早在2000年左右，国内的基础教育就采用了
游戏化教学，后来逐步引入网络课堂和数字
游戏，皆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这源于教师
知道应该选择何种游戏，以及如何使用。

以知名游戏《纪念碑谷》为例，玩家在
不同的平面中探索通关路径，能够体验几
何与空间的美感。再如国产游戏《惊梦》，
其故事取自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玩家
根据古诗词来寻找提示，以完成颜色解谜
任务，堪称当代国风游戏的典范之作。此
类游戏强调探索乐趣以及认识世界，与教

育宗旨不谋而合。
我们不能止步于对“游戏上瘾”浅尝辄

止的批评。一方面，游戏开发者需要打破产
品同质化现状，实现文化内涵及游戏机制的
创新；另一方面，游戏的消费者要具备评价
游戏的能力，为自己及孩子选择适当的游戏
产品。 （来源：新华网 整理：扈宏毅）

游戏成瘾背后是游戏素养的匮乏

一些专家认为，面对游戏成瘾，需要从
心理、教育和亲情等多方面探讨矫治方式。
有游戏策划人就从心理学角度写了《游戏策
划：为什么我的儿子不沉迷游戏》的文章，提
出要从心理满足的角度来矫正游戏成瘾。

他提出的不外乎两种方式：免疫和拮
抗。免疫是指别把游戏当成洪水猛兽，而
是要让孩子玩游戏，且鼓励其玩好玩深玩

透。玩的目标是从小到大，由浅入深，由
表及里。用更深和更高级的快乐阈值一
步步引导孩子，让其逐渐对低质量游戏变
得不感兴趣。拮抗是指根据游戏沉迷的
经验和原理，用惩罚和奖赏来对待孩子玩
游戏。在孩子玩游戏的同时，制定学习的
奖惩目标。一旦孩子进入这个循环体系，
成绩也会慢慢变好。不过，很多家长并不

认同这样的方式。
这两种方式的合理性值得探究。但

毫无疑问，在WHO正式将游戏成瘾列入
疾病之后，一方面，我们需要根据WHO
对这一新疾病的诊断标准进行更多的研
究，包括生活中的研究和临床研究；另一
方面也需要通过多种方式来矫正，包括心
理、教育、亲情和行为方式。

定性易，矫治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