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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
议17日审议修订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的议案。其中草案对公共场所开展娱
乐、健身等活动的规定，引发广泛关注。

广场舞深受广大群众尤其是大爷
大妈们的喜爱，又常常因为音量过大、
深夜扰民等问题，让周围的居民头疼。

草案提出，在街道、广场、公园等
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
活动，应该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
活动区域和时段等规定，采取控制噪
声的有效措施，避免干扰周围生活环
境。草案还对违反法律规定的法律责
任进行了明确，如果不听相关单位劝

阻、调解的，或将被处以警告并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可能还会面临二百元
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草案规定了处罚措施。但罚款不
是目的，关键是要共同维护好环境的
和谐安宁。此次法律的修订，能否让
广场舞跳起来，也能静下来？这是给
全社会出的一道考题。

喜爱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们要自觉遵
守公园、广场等的管理规定，尤其是在跟
居民小区、学校、医院等噪声敏感建筑物
距离较近的场所开展活动，更要自觉控
制音响器材的音量，不能让美妙的音乐
伴奏成为别人耳中恼人的噪声。到了夜

间，更要注意不能扰人清梦。
公园、广场等的管理者，要合理规

定广场舞等活动的区域和时段，尽可
能远离居民小区等，并可以通过设置
噪声自动检测和显示设施加强管理。
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展“共建宁静家
园”等活动，通过社区自治和加强宣
传，共同降低广场舞噪声。

噪声污染防治要坚持社会共治的
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声环
境的义务，同时也要“及时出手”，向相
关部门举报造成噪声污染的行为。宁
静、和谐、美丽的环境，需要全社会携
手共创。 （据新华社）

广场舞“跳起来”也要“静下来”

莫让营利培训钻家庭教育的“空子”
记者从17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

会会议获悉，家庭教育促进法草案强
调，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开展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活动，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
织营利性教育培训。换句话说，就是要
杜绝营利培训钻家庭教育的“空子”。

近来，《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
意见》落地实施，对校外培训机构尤其
是学科类培训机构，要求从严审批，严
禁资本化运作，并严控开班时间。

校外培训“减”下去，家庭教育自
然“加”上来。不少人看出这一趋势，
提出校外培训机构可以将针对学生的
课程转移到父母身上。甚至有个别人
试图打着指导家庭教育的新幌子，走
学科补习的老路子。

为此，家庭教育促进法草案将公
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依法设立的家庭
教育服务机构明确为“非营利性家庭教
育服务机构”，并对家庭教育服务机构
超出许可业务范围的行为规定了处罚。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关系到孩

子的终身发展，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
利益，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家庭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要尊重未
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和个体差异，培养
孩子健康体魄、良好生活习惯和品德行
为，以端正的育儿观、成才观引导孩子逐
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家庭教

育服务机构的职责，是指导和帮助家
长更好地开展家庭教育，传播科学的
家庭教育理念、知识和方法，组织开展
形式多样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实
践，绝不是畸变成为学科培训的新阵
地——让家长成为只抓成绩、不重品
格，一味“鸡娃”、不问兴趣的“虎妈”

“狼爸”。 （据新华社）

近日，广东东莞市一名男子致信
12345，反映路灯常在天亮前关闭，他
的母亲是一名环卫工人，路灯关闭太
早让母亲很不方便，希望路灯能多亮
15分钟。经有关部门协调，该路段路
灯的亮灯时间延长了20分钟。

当许多人还在睡梦之中的时候，
一些人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每天
凌晨4点半，这位环卫母亲就开始劳
作；5点25分，路灯准时熄灭，此时天
色未亮，昏暗的工作环境不仅损伤了
她原本有些眼干、眼花的视力，也增添
了安全风险。母子连心，看在眼里疼
在心里的儿子便通过写信的方式来表
达利益诉求，来寻求公共部门的帮助
与社会支持。

有学者指出：“治理是制度与人的

关系，它通过引导、协商、沟通、参与来
达到治理目的，强调多元互动共治。”
在城市治理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着
一些盲点，那些热心公共事务的市民
犹如“啄木鸟”，能够发现和捕捉存在
的一些问题，从而推动城市更加美
好。一位孝顺的儿子“为母呐喊”，指
出了该路段市政路灯开关设定与实际
天亮时间存在偏差，导致天亮前路灯
已经关闭，昏暗的视线给环卫母亲作
业和其他“起早”的人们带来了一定程
度的不便。

在互联网时代，一封信为何能够
打动“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体
谅环卫母亲工作的无奈与艰辛，知晓
母亲的痛与怕，读懂母亲的急难愁盼，
在许多年轻人以“代沟”之名缺乏和父

母社会互动的背景下，这位能够“想母
亲所想，急母亲所急”的男子，想必也
是母亲的“贴心人”。

对母亲的痛苦感同身受，对母亲
的境遇如芒在背，一位对母亲充满爱
和关心的儿子，渴望用自己的方式来
帮助母亲、改善和优化她的生存生
态。“路灯多亮15分钟”见证了母子情
深，见证了家庭温暖，这种真诚、朴素
的人性力量，在人口流动加速的陌生
人社会变得弥足珍贵。更进一步说，
在家庭结构小型化的当下，人们习惯
了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习惯了以下一
代和年轻人为中心；而年轻人对父母
的孝顺、体谅和关爱，则得到了某种意
义上的忽略和漠视。

“路灯多亮15分钟”的梦想成真，

固然需要孝心男子“为爱勇敢”的利益
表达，也离不开公共部门的“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城市治理不仅要善于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也要
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
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而城
市治理得好不好，老百姓感受最直接，
也最有发言权，公众参与是精细化治
理不可或缺的部分。通过吸纳市民的
意见建议让城市某个路段的路灯设置
更加合理，就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一
个很好的例子。

古人云：“城，所以盛民也。”人是
城市的灵魂，善待弱者的城市才会更
有吸引力和竞争力。“路灯多亮15分
钟”不仅照亮了孝心，也照亮了便民、
利民的城市“良心”。 （据新华网）

“路灯多亮15分钟”

照亮儿子孝心和城市良心

民法典的“好人条款”规定：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
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
任。”这一条款对普通人有保护作
用，但不能完全消除医师的顾虑。
医师在外救人，既容易被当作执业
来看待，也往往会被赋予更高的期
待，一旦急救不成功可能面临一定
的责任和人们的指责。

医师参与急救，比普通人更
容易惹上麻烦，这方面不乏现实
案例。比如2017年9月，辽宁沈
阳一名医生在药房买药时遇猝死
患者，施救时导致患者肋骨骨折，
被患者家属起诉并要求其赔偿；
2019年3月，一名女医生在高铁
上救人，被工作人员索要医师证
……用医师执业的专业标准与资
质，来要求医师自愿施救，这样只
会让更多医师出于自保而不敢出
手相救。

“好人条款”从保护所有好
人，到特殊保护医师专业群体，这
意味着“急救免责”从非专业领域
深入到了专业领域。一些观念也
应随之转变。在很多人看来，普
通人施救不成功可以理解，但医
师就应该救人成功，普通人可以
操作失误，但医师不能失误。这
容易导致参与急救的专业人士，
反倒更担心专业问题。实际上，
不同的医生也是术业有专攻，不
可能样样精通。当相关法律中加
入免责条款，无疑有助于将医师
从苛刻的要求中解放出来。

截至 2020 年末，我国执业
（助理）医师达408.6万人，卫生
技术人员1067.8万人，他们均受
过良好的医学专业教育，也是参
与公共场所急救的重要力量。期
待医师版“好人条款”进一步激活
这股力量，让专业人员的挺身而
出没有后顾之忧。如此，不仅可
以普及正确的施救方法，而且有
望提高急救的成功率。这对公众
来说，是一件好事。（据新华网）

期待医师版“好人条款”
激活更多急救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