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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话题

“路怒症”通常指因开车时交通堵塞或
因不理解其他司机的驾驶行为，从而产生愤
怒情绪。在这样的情绪下，发作者可能会作
出胡乱变线、强行超车、闯黄灯、骂脏话等行
为，严重者甚至可能会攻击其他车辆或司机。

随着市内机动车数量的持续增长，人们
在驾车出行的过程中，部分驾车人存在不同
程度的“路怒症”。随着夏季的到来，温度的升
高，车主们的“路怒症”又一次达到了高发期。

不守交规让人“发火”

近日，记者在咸宁北站迎宾路与107国
道交汇处附近目睹了一场轻微追尾事故，两
车驾驶人均是男士，下车后争执几句便破口
大骂，情绪激动。最终在车内人员的劝解
下，两人才停止了争吵，给保险公司打电话。

“平常脾气挺好的人，怎么开上车就变
得这么急躁？”乘坐后面白色轿车里的两名
女士边劝解两人边说。

类似的事件还有不少。今年端午假期，
家住咸安的小宋和朋友自驾出行游玩。在
张公收费站排队上高速时，因为车速慢了一
点，右侧一辆汽车突然提速加塞。小宋立刻
就火了。他先是“啪啪啪”按了数次喇叭，然
后拿起手机，边拍对方车牌边在嘴里念叨：

“这么着急，赶着去投胎是吧。我要曝光你，
让你加塞！”

紧接着，他追上去降下车窗，大声朝那
车喊：“你加什么塞啊，提前给信号了吗，碰
车了你赔吗？”前车的乘客从车窗处回过头
来，不屑地撇嘴和翻白眼。这让小宋更生气
了，要不是朋友在车上一直劝他算了，他当
时甚至有“一脚油门跟他拼了”的冲动。

6月28日上午，市民朱先生开车去新家
送装修材料，车行驶到咸安区天洁小区附近
时，一辆白色汽车突然从左侧窜出，强行超
车，吓得朱先生赶紧打方向躲闪，差点刮到
右侧并行的轿车。

朱先生感到非常恼火，鸣笛朝着白色汽
车追去，自知理亏的司机则加大油门快速向

西跑远。最后，朱先生在妻子一再劝说下才
作罢。

朱先生的爱人说，自己当时吓了一跳，
想不到老公平时脾气特别好，因为被人加
塞，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常见的“路怒症”表现主要有：交通稍不
如意，如堵车、看到有人违反交通规则等，就
立即产生愤怒情绪，容易破口大骂，拼命按
喇叭闪灯催促等；开“赌气车”，非要和认为
对自己造成影响的车较劲，故意影响他人交
通；处在愤怒状态中一旦看到路面稍有空
隙，便踩油门猛加速或从事其他危险驾驶行
为进行宣泄；平时情绪比较稳定，一开车上
路就容易失控想骂人甚至打人。

上下班高峰堵车成主因

记者采访中发现，“路怒”的高发时段是
上下班高峰期间。特别是在早晚高峰时段，
一些驾车忙着上下班的人要是遇到拥堵，

“火气”就会升高。
“正常情况下，我从家到单位开车是10

分钟的路程，可是现在到处堵车，每天上班
至少需要40分钟，堵在路上时，一看到那些
乱加塞、不遵守交通规则的私家车和行人，
就想骂人。”市民甘先生今年40多岁，思想
也算成熟，可自从买了私家车以后，他就感
觉自己的脾气明显大了许多，常常莫名其妙
地发火，好多同事说他是带着气在上班。毫
无疑问，他患上了“路怒症”，很多网友说有
类似的经历。

记者了解到，在所有能引发开车人发火
的事件中，不遵守交通规则最让人气愤。

说起发生在几天前的一次剐蹭事故，在
市直单位工作的小刘仍耿耿于怀。小刘说，
6月25日那天，他在银泉大道与金桂路十字
路口等待左转，绿灯亮起时，中间直行车道上
的一辆越野车突然插到前面强行并线转入
左转车道，结果和小刘的车挤在一起，两车
都有损伤。双方下车后也争吵起来……

市民戴先生驾车上下班已有10余年的

时间。他说，驾车时的“路怒”情绪也和个人
的素质有很大关系。

他曾亲眼目睹，在一个路口，绿灯刚刚
亮起，一名驾驶SUV车的男子，就在一辆小
汽车后面狂按喇叭，在通过路口时很快超了
过去。还有一次在右转车道，一辆小汽车根本
不避让行人，按着喇叭贴着行人转弯驶过。

采访中还有驾车的市民反映，部分出租
车大概为了赶时间多赚钱，经常不遵守交通
法规，加塞、随意变线、路中间急刹停车揽客
等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不文明驾驶也是引
发“路怒症”的导火索。

市心理咨询师张小可分析，除了从交通
方面的因素，还有生活压力也会让人们情绪
积压，开车时稍遇不顺心事，积压已久的情
绪便爆发出来；同时，驾驶员开车时的“幼
稚”心态，喜欢通过超越其他车辆等竞争来
获得内心的满足，不惜产生危险驾驶行为；
最后，坐在驾驶室的人，对周围环境自然而
然产生一种控制感，如方向盘、油门刹车灯、
目的地等，当外界环境影响到驾驶员的控制
感时，便会激发起愤怒的反应。

自我调节放松很重要

那么，如何预防“路怒症”呢？
张小可认为，治疗“路怒症”的良药是提

高开车者的个人素养，保持心态平和。
首先，提高开车素养是治疗“路怒症”的

关键。现代人文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是文化
程度高并不代表个人素养高，二者不一定成
正比。如果每个人都在行车过程中遵守交
通法规，文明驾驶，养成健康的开车习惯，

“路怒症”将大大减少。当然，好的开车技术
也是开车素养中的重要一环，开车技术差会
紧张，更容易患上“路怒症”。

其次，让自己心情放松可以有效缓解
“路怒症”。现代人由于都市环境、工作压力
和交通拥堵等原因，其心理经常处于一种焦
虑激热的状态，很多人都属于轻度焦虑，当
遇到某个节点时，言行随时可能出现过激行

为。近两天，微信圈因为好天气被刷爆，这
恰恰说明了人们对一个好心情的渴望。因
此，闲时听听轻音乐，静下心来读会书，适当
地休息，开车时嚼个口香糖，遇到堵车时开
下车窗呼吸下新鲜空气，这些都可以缓解焦
虑的情绪。平时多修身养性对开车者缓解
焦虑情绪很有帮助。

最后，合理的出行计划可以避免“路怒
症”。越来越碎片化的时间让都市人无从思
考，很多人在出门前没有出行计划，出门后
忘带家里东西，“轻易”陷入“堵市”之中。制
定出合理的出行规划，开车顺畅，可以避免

“路怒症”的发生。
市民在接受采访时也纷纷表达了关于

“路怒症”的想法。
市民张女士说，她有一天突然当着女儿

的面骂了人，只因前面的车开得太慢。“女儿
当时对我说，妈妈你再骂人我就不坐你的车
了，这让我很惭愧，怎么能当着孩子的面说
脏话呢？”

网民“前程莫问”认为，人生如戏，每个
人都是自己人生剧目的主角。“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在平时保持理性平和的心态，
才能在开车时保持冷静，杜绝“路怒症”。

“照我看来，归根结底，什么时候不堵车
了，‘路怒症’自然就消失了。”网民“河边杨
柳”说。

更多网民认为，大力发展包括公交等在
内的公共交通系统，将是有效减轻城市车辆
负载、改善城市交通面貌、缓解有车族“路怒
症”的重要举措。最关键的是提高国民素
质，如果每个人都遵守交通规则，讲文明，就
不会有“路怒族”了。对于那些开车时的恶
意行为，执法部门应该予以严惩，以法律来
约束“路怒症”司机。

马路上遇到“情绪杀手”怎么办？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青龙山公园蜱虫危害怎么治
网民报料：
我家住在咸安区青龙山公园附近的畔山

林语小区，每天晚上散步的时候发现公园蜱虫
较多，请相关部门尽快处理。

记者调查：
记者就此问题联系了咸安区疾控中心，该

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他们已第一时间与
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市中心医院联系，确认近期
暂无蜱虫咬伤患者就诊记录，并于当天下午组
织专业消杀人员前往青龙山公园开展处置。

畔山林语小区位于咸安区青龙山公园脚
下，周边植被茂盛，小区内绿化带成片，有景观
水池两处，一处放养有观赏锦鲤，另一处水池
暂时空置，水池内流动水源未开启，容易滋生
蚊蝇等病媒生物。该中心工作人员针对不同
情况在两处水池分别投放无害化生物消毒剂
和含氯消毒剂进行消毒，一小时后检测消毒剂
浓度达到消毒标准。

在小区广场周边绿化区域，该中心工作人
员采用超低容量喷雾器，使用10%高效氯氰菊
酯稀释80倍进行超低喷雾，有效降低蚊蝇密度。

根据小区周边绿化和景观环境情况，他们
还向小区物业管理人员进行病媒生物防制知
识科普，建议景观水池引入流动水源，保持水
质达标，同时投放柳条鱼、青鱼等鱼种，消灭水
体中的虫卵。对绿化带垃圾日清日运，翻瓶倒
罐，清除积水，消除蚊蝇孳生地，营造健康宜居
环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老人碰到扫码点单怎么办
网民报料：
近日，我带着外孙到温泉中心花坛某连锁

餐厅用餐，工作人员却不提供人工点餐，要求
只能关注公众号或小程序后进行“扫码点餐”，
纸质菜单也没有。我是不熟练使用手机的老
年顾客，不会操作。进店吃饭怎么还对消费者
有门槛呢？希望相关部门帮助解决问题。

记者调查：
28日，咸宁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表示，

商家仅提供“扫码点餐”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
交易权。餐厅经营者不提供人工点餐服务，只
提供扫码点餐，不仅有违商业惯例，也使现场
就餐消费者只能关注或绑定经营者的公众号
或小程序，被动授权经营者获取其个人信
息。如果保管不善，消费者个人信息还有被
泄露、丢失的风险。这种做法侵害了消费者
的公平交易权，是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
条件，是对现场就餐消费者的一种强制交易
行为。

同时，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提醒，扫码
点餐除了侵犯消费者的选择权外，还会存在强
制关注公众号，提取消费者信息，泄露个人隐
私的风险。如果消费者在消费时遇到只提供
扫码点餐这一种点餐方式时，有权拒绝，并要
求商家提供其他点餐方式。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如何申请购房补贴
网民报料：
我今天看到咸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

布了一则关于促进咸宁城区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的通知，请问“首次就业”“新建商品
住房”如何理解？我是去年10月在咸安区桂语
江南买的期房，是否符合领取补贴条件，在哪
里申请领取呢？希望相关部门帮助答疑。

记者调查：
20日，市住建局工作人员回复，该市民不

能享受此次购房补贴政策，情况为，市民于
2021年10月在桂语江南购买一套商品房，根
据《关于促进咸宁城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的通知》规定：“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
施”。市民在通知印发前已购房，所以不能享
受此次购房补贴政策。该局工作人员电话告
知市民，市民表示满意。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近年来，随着我市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加以及生活水平
的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注重养生和保健。

与此同时，上门推销、组织活动，虚假宣传夸大保健品
功效，诱导和欺骗老年人购买保健品的情况屡屡发生。

保健品“坑老”如何整治？近日，记者采访了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新闻追问
问民生

整治保健品“坑老”问题，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正在行动。

6月 7日至13日，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在温泉城区开展涉老食品、保健
品等领域虚假违法广告集中清理整治
行动。

执法人员突击检查了城区各艾灸
馆、生活馆、健康管理中心、养生体验馆
等老年群众集中消费的店堂场所，现场
检查了针对老年群众开展的会议、讲
座、健康咨询、免费体检等商业宣传活
动，重点检查了是否存在明示或暗示普
通食品、日用品具有保健功效，以及保
健食品、保健、养生服务等具有疾病预
防、治疗功能的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广告

宣传。
检查发现部分场所存在涉嫌违法

广告宣传，如所售食品、保健食品宣传
含有医疗用语；推荐的艾灸等养生服务
宣称具有疾病预防和治疗的功能；使用
或者变相使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
义或者形象进行商业营销宣传。

针对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约
谈了各市场主体负责人，责令立即清除
相关虚假违法广告，同时向场所内500
余名参加养生服务的老年人发放《湖北
省市场监管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
动》宣传资料，宣讲了涉老食品、保健
品、养生的相关知识以及老年群体防欺
诈的方式方法。

据了解，此次行动在各县市区同
步开展，共出动执法人员80余人次，
检查市场主体20个，发现涉嫌发布虚
假违法广告市场主体4个，执法人员
现场固定证据，后期将进一步调查查
处。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该局将加大相关广告法律
法规知识宣传和普及力度，增强老年
群体自我防范意识；同时，继续强化涉
老食品、保健品等领域广告监管执法，
严厉打击涉老食品、保健品等领域广
告乱象，为广大老年群体营造良好的
社会消费环境，切实保障老年群体权
益。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告监督管
理科科长黄永宏认为，老年人容易陷
入保健品骗局，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许多老年人由于缺乏子女陪伴，内心
孤独，难以经受住推销人员打感情
牌；老年人往往难以辨别推销人员的

“钓鱼”手段，保健品骗局通常是以办
健康讲座、送礼品的方式进行，逐渐
让老年人放下心理防备、建立起信任
感，再加上使用时下流行的专业术语
故弄玄虚，让老年人难以辨别真伪，
进而购买产品。

“由于缺乏针对性的科普文章，或
宣传力度、影响力不足，加上老年人缺

少相关专业的基础认知，很容易被保健
品厂商的夸张宣传或免费体验所吸引，
一些障眼法在他们身上频频奏效。”黄
永宏说。

市消协相关负责人表示，老年人遇
到问题一般不会主动举报，大多由其子
女或家属发现后才投诉。有的老年人
不愿意配合监管部门调查，导致查处难
度大，也纵容了不法商家。

此外，一些不法商家采取错开工作
时间、不断更换地点等方式，专门针对
老年人开展违法违规经营活动，这也加
大了对保健品“坑老”的治理难度。

湖北瀛平惟合律师事务所王慧律

师告诉记者，保健品“坑老”行为发生
后，想要维权十分困难。一方面，一些
老年人法律意识淡薄，有的受骗后还帮
骗子说好话，在调查取证过程中表现得
不配合；另一方面，不法分子警惕性强，
不断变化营销模式且避免留下相关证
据。

王慧给记者讲了一个案例：一次在
维权过程中，执法人员组织调解，好不
容易促成退货还款，但推销人员却大打
感情牌，通过向老年人送“关怀”“痛陈
经营困难”等手段，让老年人背着家属
向执法人员提出改变执行或放弃维权
的要求。

近日，家住咸安的陈女士在咸宁论坛上发帖反映，
自己实在阻止不了家中老母亲买保健品。

“老人对所谓保健品的信任程度，真的超乎想象。”
陈女士连声叹气。

陈女士的母亲张阿姨今年60多岁，老人因为患有
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平时注重养生，子女们也会
买一些保健品给老人。可老人家任性，不听劝，还不吃
不喝——她嫌弃子女买的这些东西“没什么调理保健
功效”。

张阿姨喜欢跟小区里的其他老人交流，同龄人说
起话来能感同身受。老人家们聚在一起，会互相交流

“情报”：他们最近在吃什么保健品，哪里又有最新的保
健养生课堂可以去听……陈女士的母亲，就这样走上
了“养生保健”之旅。

陈女士说：“我妈买了好多没有听说过、也没有医
生推荐的保健产品。就因为这样，我们将近半年都不给
她零用钱了。说实话，这么做也是无奈。我们劝过、说
过、吵过，就是没办法啊……我们怕她吃了那些保健品
对身体不好。她要什么，我们可以去药店给她买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痴迷保健品的老人不止张阿
姨一人。“我爷爷听完保健讲座后，花3000多元买了一
堆保健品。事后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根本搜不到产品
信息。”29日，咸安区福星城小区的程女士说，她爷爷最
喜欢去听老年保健品的推销讲座。她认为，爷爷被对
方蒙骗了。

闲聊中，福星城小区居民林爹爹告诉记者，他在养
老知识讲座上购买了保健品，但并非为听讲座。“其实
我听讲座时并没有太在意内容，我主要是冲着赠品来
的。”林爹爹显得有点不好意思，笑着说：“我参加了好
多次健康讲座，次次都没落下。”

类似的经历，不少家庭都遭遇过。近年来，随着我
市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加以及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越
来越多的老年人注重养生和保健，保健品市场欣欣向
荣。与此同时，上门推销、组织活动，虚假宣传夸大保
健品功效，诱导和欺骗老年人购买保健品的情况屡屡
发生。

保健品“坑老”如何整治？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B 难辨真伪是主因

专项整治出重拳C

A 老人痴迷保健品

入学报名误填信息能否更改
网民报料：
我家住温泉中心花坛附近，咨询申请咸宁

市直属机关幼儿园托班报名电话号码能否更
改。由于电话号码填错未收到短信，名额被其
他人替补了。请问7月初提交资料审核阶段能
否把自己补上去。

记者调查：
记者就此问题联系了市教育局，该局相关

工作人员回复称，经核实，该网民6月14日报
名填写资料时，将母亲电话号码填写错误，致
使未接收到审核通知。市直机关幼儿园招生
公告明确指出，系统默认母亲的号码接收信
息，务必保证电话的正确性及畅通。对于家长
填写的信息资料，幼儿园权限无法修改。且现
已超过规定期限，系统默认自动放弃学位。对
于家长提出7月初能否在资料审核时补交资
料，市直机关幼儿园招生公告“特别说明”中明
确指出，幼儿园实行网上审核报名，不接受现
场登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