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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电波中
出现了一段有温度的对话。

机长：大兴机坪，东方 5130，往前滑
点行吗？让机务先走了，这天太冷了。

塔台：东方 5130，稍等一下吧。
机长：稍微人性点，这么冷的天，我

们站了三个机务，我往前挪一点点行吧。
塔台：东方 5130，可以，跟随引导

车，往前稍微走一点。
在正常的飞行流程中，航班上客完

毕后，机组会向塔台申请起飞，塔台同
意后，飞机就可以凭借自身动力滑行。
如果飞机没有滑出，机务人员必须一直
在机坪上等待。

从航班信息推断，对话应该发生在
晚上 8点之后，在冬天的北京，室外温度
已降到零摄氏度以下，机长之所以申请

“往前滑点”，是希望已在寒风中待了许
久的机务人员赶紧回室内取暖。

机务人员或许无法听到电波里的
对话，但他们一定能从飞机的滑行中感
受到机组和塔台工作人员的关心与理
解。这不仅是对工作中的搭档释放的
善意，更是对陌生人释放的善意。

换位思考，相互体谅，大部分的事
情就能变得容易一些。

让机务人员先离开
暖心

让机务人员先离开
暖心

医生萌娃互相听诊

有爱
医生萌娃互相听诊

有爱

12月 21日，山东青岛一位妈妈分享
了自己的宝宝在就医时的一段视频。
视频中的医生拿起听诊器听孩子心跳
时，这个宝宝也不甘示弱，拿出玩具听
诊器不断往医生胸口戳，还一脸认真的
表情。医生也不恼，任由萌娃给自己

“诊断”。
“这一定是学术交流了。”有网友

“一本正经”地在视频下评论道。
确实，这样的画面太有爱了。几年

前，一段外国医生给小宝宝打针的视频
也走红网络。在视频里，医生一面唱着
歌，一面不断用玩具逗着孩子。打针
过程中，孩子一直笑个不停。

可就在山东这位医生赢得宝宝和
网友的认可时，12 月 24 日，北京发生一
起暴力伤医事件，经过一天抢救，遇袭
女医生不幸去世。

这已不是第一起暴力伤医致医生死
亡事件。医者仁心，但一次次出现的伤
医案，却让很多医生寒了心。如此这般，
面对那个拿着玩具听诊器的孩子，谁还
有勇气问他长大后想不想当医生呢？

暴 力 绝 不 是 解 决 医 患 问 题 的 方
法。为医生营造安全的行医环境，是一
个社会的基本责任；让医生安心，这个
社会的健康才能多一份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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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东西我越是思考越觉得神奇，
心中也越发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
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康德逝世 200 多年
后，能读懂甚至只是读完他三大批判著作的
人很少，能把前述他说过的那句话时不时挂
在嘴边的人却很多。其中也包括我自己。

在成为《公民道德》版面编辑后，我发
现，与其把道德与头顶的星空联系在一起，
不如把它与脚下的路拉扯在一起。

而且这是一条好像怎么也走不到目的

地的路。
托康德和诸多前人的福，“道德”二字一

出口，分量就显得重了不少，仿佛接下来不
说些舍生取义、大义灭亲、为大家不顾小家
的故事，就配不上这个词。

实际上，康德这位严肃的德国小老头还
有更严苛的要求。举个例子，帮助别人往往
使我们感到快乐，从而驱使我们重复助人行
为。可康德认为，这会使帮助别人变成满足
自己快乐的手段，这样的行为就“不道德”；
只有当帮助别人是自发的义务，才算是具有
道德价值的行为。

翻译一下，要达到康德的要求，就要做

一个没有感情的助人机器。
这么一想，大多数人读不懂康德，倒是

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对普通公民来说，“道德”并不沉重。有

时候它就是出于本能，比如江苏一家餐厅关
张，老板每天等着给办过预付卡的顾客退
款，“这是别人的钱，当然要还。”有时候它需
要训练和教育，比如山西一位男子酒后驾车
被查，被坐在副驾驶的儿子训斥“叫你不要
开车你非要开”。六七岁的孩子因为接受了
安全教育，于是懂得“喝酒不开车”的道理。
还有的时候，则需要职业操守，比如重庆狂
打十几通电话要求病人回院治疗的医生。

听起来是不是轻松多了？可惜即便如
此，在通往“道德”的路上，还是不停地有人被
绊倒或是走了岔路。在这些人眼里，规则是
为自己以外的人设立的，在公共区域里，自己
的言行举止与别人毫无干系，甚至要是脾气
上来了，干出一些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也未尝
不可。一句话，“我的需求是高于一切的”。

即使是有一定公共意识的人，也可能随
时都面临考验。小到能不能自觉垃圾分类，
大到路遇不平愿不愿出手相助。

只要不是圣人，在这条路上，谁都会兜
兜转转。

还好，无论是在这块小小的版面上，还是在

现实社会里，总有人在奋力往前走着。叶璇、赵
宇、陈婧琦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或许没想到，自
己做的一件事情，可以引发大范围的讨论和思
考，有的最终还推动了法律法规的完善。

就像是在沿途种下了一棵棵小树苗。
一方面，它们是指路牌，引导后来的人走往
正确的方向。另一方面，它们是需要照料的
新生命，只有更多的人在经过时浇水、施肥，
这些树苗才能存活、成长，最后成为每个路
人的遮风挡雨处。

2020 年代，公民道德建设，还有更长的
征程。坚持往前，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到不
了终点的路，也没有长不大的树。

没有到不了终点的路，没有长不大的树没有到不了终点的路，没有长不大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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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是一个自然人“进阶”为一位社会人的必修课程。身处公共空间，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行为举止，在很多
情况下，这都是不文明行为乃至违法犯罪行为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社会进步，在公共领域有能力有勇气处理突发状况，也逐渐成
了优秀公民的标配。

日光之下无新事，2019年在公众场合上演的大事小情看上去也基本眼熟。不同的是，在制度、社会意识、技术等因素的影响下，许多
事件有了与过往不同的结果。

本版今日聚焦今年公共空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以期回答这样一个问题：2020年代，如何做一个更好的公民？

从忍气吞声

到明文禁止

10 月的时候，艺人叶璇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上
了热搜。她在高铁上阻止一位老伯大声外放手机
音乐，却被对方辱骂，于是叶璇将现场拍摄的视频
放到网上请网友评理。两天之内，这条视频的点
赞量超过 10 万。网友普遍对叶璇的劝阻行为表
示支持。

外放、进食、随手扔垃圾……这些行为究竟是
“私事”还是“公事”，是以其所发生的环境而论
的。如果发生在火车、地铁、公交车等相对封闭的
空间中，干扰了其他乘客，破环了公共场合的环
境，那就不是一句“关你什么事”能糊弄过去的。

不过在真实情景中，真正能发声劝阻类似行
为的人很少。一则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忍一
忍就过去了；二则手机外放又不是杀人放火，为此
出头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说不定还会被对方反
怼。正因为此，叶璇曝光外放老伯的事，才会让那
么多人拍手称快。

今年 5月，北京开始实施《北京市轨道交通乘
客守则》和《关于对轨道交通不文明乘车行为记录
个人信用不良信息的实施意见》，规定地铁车厢进
食、大声外放视频或音乐等五类不文明乘客行为，
将被纳入个人信用不良记录。6 月，兰州开通运
营第一条地铁，禁止在车厢内进食、外放音乐。8
月，昆明市交通运输局拟对文明乘车相关内容进
行增补，明确规定乘坐列车时，不得大声喧哗、使

用电子设备时不得外
放声音。

为叶璇撑腰的法规已
陆续出台，但是否能落地和执
行？这个问题，南京地铁率先
给出了答案。

今年 8 月，一条内容为“来南
京没有垃圾分类，但是千万不要在
地铁上喝奶茶千万不要”的微博将

“南京地铁”送上热搜，引来了不少网
友现身说法。

“不能吃喝任何东西，当你抱着侥幸
心理喝了一口，执法人员立刻就出现在眼
前。”“罚款 20 元，比奶茶本身还贵。”“即使
只是把矿泉水瓶拿在手里，也会有工作人员
提醒你不要喝。”“到地铁看罚款，是我每次为
外地朋友准备的一项旅游行程。”

一时间，南京地铁严格执法的“人设”深入
人心。

“全程禁止喝水是否不近人情？”“不文明行
为纳入个人信用不良记录是否处罚过重？”尽管
关于相关条例合理性的讨论仍在进行，但从大
部分网友要求“全国推广”“火车、公交车也各来
一份”的呼声来看，以法规形式促进文明行为和
文明意识的养成已是大势所趋。

行人或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是
否应该无条件同情弱者？同样违反交通规则，机
动车驾驶人受到处罚，行人或非机动车驾驶人是
否就能网开一面？

2019 年，这两个长期存在于道路交通领域的
问题，有了新的答案。

1月 1日起，《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正式
实施，按条例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穿道路
时低头看手机、嬉戏等，影响其他车辆或者行人通
行”被列为重点整治的不文明行为，违者将处以警
告或 10元罚款。

《条例》施行不久后，当地便开出了第一张行
人过马路看手机的罚单。

随后，浙江嘉兴、河南等地相继出台条例，对
过马路的低头族说“不”。其中，河南还将罚款额
度提高到最多 200元。

今年 7月，南京交管部门启动了非机动车、行
人重点交通违法电子抓拍系统。一个月时间内，
就有近 8000起行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被抓
拍和识别。违法人被抓拍后将收到提示短信，明
确告知其交通违法行为、时间、地点等信息，并要
求两日内到现场教育体验亭接受处理。如非机动
车、行人一年内多次违法且未及时处理，将认定为
一般失信行为，记入个人信用档案。

从数据来看，“动真格”的效果非常明显。在
南京市中山路长江路路口，过去行人闯红灯行为
从日均发生 95起快速下降为日均 11起。

由此可见，闯红灯并非无药可救，只是罚得

不够。
今年 6 月，杭州交警在处理一起行人随意穿

越马路引起的交通事故时，裁定赔偿比例 7：3，行
人负主要责任。

一直以来，在涉及机动车和行人的事故中，由
于机动车大多购买了保险，出于“人道主义”和“同
情弱者”考虑，即使完全是行人过错，交警部门也
基本只是进行批评教育，最多让其象征性地承担
次要责任。

因此，杭州交警这一裁定，引来了广泛关注
和赞赏。“判得好，执法人员都要以此为范例。”“还
不够，应该让行人承担全责。”

在道路交通领域，立法与执法的本意，是希望
强化机动车司机“礼让”的理念，减少事故发生。
但相应的，行人和非机动车的道路行为也应该受
到约束。一味“豁免”，只会让少数人交规意识变
得淡薄，从而增加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这一年，道路交通领域的变化为公民上了一
节好课：规则，只有在双方都遵守的前提下才能
成立。

从谁弱谁有理

到谁错谁担责

11月中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
物、坠物案件的意见》，明确规定，对于故意高空抛物

的，根据具体情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
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论处，特定情形要从重处罚。

在此之前 5 个月，深圳 5 岁男童被一扇从 20
层掉落的玻璃砸中离世，引发社会对“头顶上的
安全”的讨论与关注。

高空坠物或故意高空抛物早不是新鲜
事。此前多年，司法机关往往只能根据侵权
责任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侵权人的民
事责任。若是找不到具体侵权人，则由整
栋楼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对于那些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高
空抛物行为，公安机关甚至不予立案，
一句“幸好没出事”就草草了结。

最高法此番出台的司法解释，明
确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尚未造成严
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依
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这意味着，这之后的故
意高空抛物行为，不管出没出事，都要被依法追究刑责。

“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一年很“忙”。今年
全国审理了数起乘客在公交车上抢夺方向盘或殴打司机
的案件，无论有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嫌疑人都因上述罪名
被判刑 3~10年。

过去，乘客与公交车司机发生冲突并不稀奇，即使最
后进了派出所，顶多也只是口头教育或行政处罚。直到去
年，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造成 15人死亡。

逝去的生命换来了法律的完善。那么，法治社会每向
前走一步，是否都要付出这么惨痛的代价？

谁都希望答案是否定的。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每一个身处公共空间的人仔细掂

量自己的每一个行为可能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不少抢夺公交车方向盘和故意高空抛物的人都表示，

自己当时太冲动了。可惜“冲动”不能成为免罪的理由。人
的本能总是不喜欢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但要想在越来越
多的公共空间内生存下去，就要接受训练，学习自我约束和
自我控制。要是学不会，那就有法律来强制让你学会。

从“幸好没出事”

到“出没出事都判刑”

12月 18日，赵宇获奖了。他被福州市授予
“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称号。

2018年 12月 26日，福州一名女子在家门口
遭殴打，听到动静后，在福州打工的黑龙江小伙
赵宇下楼制止侵害行为时踹到了施暴者的腹部，
被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刑事拘留 14天，随后
又被以过失致人重伤罪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

此事随即持续发酵，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今年 2月，晋安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赵宇的行为属正当防卫，对赵宇作出不起诉决
定。3 月，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向赵宇颁发
了“见义勇为确认证书”。

赵宇的生活已回归平静，但这一个案留下
的疑问还在等待回答：当一个公民路见不平不
顾个人安危拔刀相助时，社会应该为他织起怎
样的安全网？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支振锋曾做过关
于见义勇为的课题研究，结果显示，在我国，公
众对见义勇为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比如，医护
人员在医院之外对突发疾病的群众进行救治，
算不算见义勇为？在支振锋的调查问卷中，有
40%的受访者选择了否定答案。

尺度不统一，地方也就各唱各的调。同样
是和违法犯罪分子搏斗受伤，按照《广州市见义
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一名交通协管
员在广州能够被认定为见义勇为，但在别的不
少地方，则可能只被认为是职责所在。

社会需要赵宇这样的人，赵宇们则需要法
律法规更多的支持。只有当见义勇为在事实
上被弘扬和倡导，只有当“英雄流血又流泪”的
现象基本杜绝，才会有更多的赵宇“该出手时
就出手”。

从故意伤害

到见义勇为

杭州师范大学 2016 级学生陈婧琦可能想
不到。自己因为一次总时长 100 秒的行为，被
网友选入了“2019十大暖新闻人物”。

今年 9月 9日，陈婧琦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
场候机时，遇到一名男子突发心源性猝死。陈
婧琦一边对病人进行心肺复苏，一边叫人在机
场寻找 AED（自动体外除颤器）。经过按压和
除颤，1分 40秒后，男子恢复了意识。“AED真的
能救人！”事后，陈婧琦激动地在朋友圈中写到。

无独有偶，12 月 13 日，江苏无锡的幼儿园
女教师胡新颜路遇一名男子突然失去意识倒
地，通过一段时间的心肺复苏，胡新颜成功使男
子苏醒过来。

陈婧琦和胡新颜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危
急时刻，她们没考虑风险和后果愿意挺身而出，
更在于她们有能力可以挺身而出。

能力源于平日的学习与积累。陈婧琦说，她
此前在学校活动中仔细了解过医疗急救方面的

知识；胡新颜所在的幼儿园也组织过急救培训。
公民的标准，不仅存在于道德层面，也存在

于素质层面。教科书式急救、教科书式避险
……当这些举动越来越频繁地出自非专业人士
之手，显然，公共空间里的好公民也越来越多。

不过，要让公共场所更安全，光靠公民还
不够。陈婧琦抢救成功依靠了“救命神器”
AED，可目前该设备在各类公共场所中只有
少量配备。提高急救设备的普及率，已是当
务之急。

本月底，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五次会议第四次审议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
进法草案明确，公共场所应当按照规定配备必
要的急救设备、设施。

有了法律“加持”，可以预判，未来有 AED
等设备护航的公共场所会越来越多。到时候，
陈婧琦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幸运的患者也会
越来越多。 （本版漫画：赵春青）

体育老师“卑微”聊天

心酸

近日，一位体育老师晒出了自己与另
一位老师的聊天记录。从今年 9 月开学
后不久，那位老师就时不时给体育老师发
微信告知，某节课表安排的体育课由他代
上。体育老师只有回复“好的”的份儿。

临近期末，为了给学生考试，这位体
育老师还要“请示”：下周我上一节课。

虽然聊天记录中没有透露代上课的
是哪门课的老师，但能想到一定是语数
外、物理化学等“硬课”的老师。这些老师
也不是想“多吃多占”，怎奈考试的指挥
棒，逼着他们总想给学生多塞一点知识。

可体育课并非不考试，只是占分比
例较低。于是一方面中学生运动会有些
纪录“沉睡”40 年无人破，有的青少年稍
微剧烈运动就进了医院，另一方面却是
体育老师变成了“透明”老师。

健康的身体，既是教育的一部分目
的，更是生命的基础。体育课能成为必修
课之日，才是我国教育全面崛起之时。

（驼驼）

本报记者 罗筱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