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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1日，一辆 120救护
车想进入济南经十东路某小区
救治病患，情况十分紧急，但小
区保安却死活不肯开门，甚至
说：“我不认识救护车！”急救人
员只能跑步进小区抬出病人。
事后，物业对此回应说：“只因
为是辆写着120牌子的救护车
就随便让它进吗？”尽管后来经
协商还是让救护车驶入了，但
毕竟耽误了时间。

保安之所以阻拦救护车进
入小区，是因为该小区规定，车
辆从南门进，北门出，小区内的
道路为单行线，而拨打120的业
主家距离北门近，救护车就想
从北门进来。显然，救护车违
反了该小区的物业管理规定，
从北门进入为逆行。

救护车属于特种车辆，《道
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警车、消
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
紧急任务时，可以使用警报器、
标志灯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
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其
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也就
是说，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执
行抢救任务的救护车可以在单

行线逆行。
“道交法”所说的“道路”，是

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
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
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
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居民
小区的内部道路尽管不属于“道
交法”所说的道路，但物业在制
定行车规则时，也应考虑到遇特
殊情况怎么办，因为物业管理的
目的是为业主服务，一切都要以
维护业主的利益为出发点。

同样是特种车辆，执行任
务时在道路上享有的“特权”也
相同，但由于所属的部门有强
弱之分，有时难免被人看“车”
下菜碟。试想，如果是闪着顶
灯的警车要从那个小区的北门
驶入，保安敢说“不认识”、敢不
放行？而医院不是强势部门，
保安不放行也只能跑步进小区
抢救病人。

不能把能否“违规”放执行
任务的救护车进入小区这样的
事交由保安甚至物业灵活掌
握，而是要在物业管理上明确
地进行规定。对此，小区居民
可通过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
进行交涉。①4

物业规定不能成
挡救护车的“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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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级，别变成“无星级”
街谈巷议J□杨 庄

用顾客用过的脏浴巾擦
拭杯子，混用同一块脏抹布擦
茶具、洗手台、坐便器等，从垃
圾桶里捡出塑料杯盖继续给
客人使用……近日，一段五星
级酒店卫生乱象的视频，引
发公众的关注与担忧。“无星
级”卫生状况，背后是监督的
缺位。

这些问题已不是首次曝
光。乱象频现，且涉及多家知
名酒店管理集团，再次给五星
级酒店乃至整个服务行业敲
响警钟。职业素养缺失的背
后，是酒店培训、管理、监督环
节的诸多漏洞。改善卫生状
况，显然不能只寄望于服务员
个人自律。

对于酒店自身，治标与治
本之策必须同步推进。一方
面，“行业通病”绝不能成为对

顾客不负责任的“挡箭牌”，涉
事酒店必须负起监督责任，倒
查相关问题及责任人，并从严
查处、从重处理；另一方面，酒
店行业也应举一反三，完善相
关监管要求，更多以制度管
人，以更有力的约束措施守护
好“卫生底线”。

扭转片面逐利、畸形压缩
成本的理念，扭转片面追求重
视高入住率、高周转率而降低
清洁度、达标率要求的管理思
维，需要刮骨疗毒的勇气，以
及重典治乱的“真办法”。杯
子统一回收洗消、清洁人员带
记录仪上岗……事实上，将监
管从制度走向落实，并非没有
可行的方式。

除了酒店行业自身的监
管之外，相关政府部门也应更
加重视事前监管工作。对照

《旅店业卫生标准》《旅业客房
杯具洗消操作规程》以及《公
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
法规，卫生监督部门需要更多
开展定期检查及不定期抽查
等工作。同时，也应探索引入
公众监督、第三方监督，并进
一步加大对于违规违法酒店
的公开曝光力度。

事后监管方面，相关部门
的处理不能只是“罚酒三杯”，
停业整顿、吊销卫生许可证等
处罚方式，不能停留在文件之
中，必要时也应降星或者摘星
以示惩戒。

让妄为者不敢肆意而为，
让被罚者更有“痛感”，需要多
出实招和重拳。这考验着酒
店行业的诚意与决心，也考验
着相关部门的行动力与管理
能力。①4

社会杂谈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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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是人类最早驯服的动
物，也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忠犬护主的故事令人感动。
但是近年来，随着城市饲养宠
物越来越普遍，各地由不文明
养犬引发的矛盾冲突乃至恶
性事件不断，甚至引发爱狗人
士和不养狗人士的对立，影响
社会稳定。

目前，不少城市出台养
犬规定、条例，对文明养犬作
出 详 细 要 求 ，受 到 社 会 欢
迎。但这些规定、条例往往
出台时通过运动式办狗证、
全城捕杀无证狗，让养狗人
心惊胆战，风头一过，各种无
证狗、无主狗又开始满地撒
欢儿，四处便溺。

“狗的问题，源头是人的
问题。”管狗，要从管人做起，
重点要管住两类人，一是养狗
的人，二是管养狗的人。

狗可以不懂事，人必须明
事理。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是每个养犬人的义务。从现

实来看，大多数养狗之人也是
爱狗之人，日常能够做到文明
养犬。但也有一些养狗人只
图自己开心方便，无视公共利
益和他人权益。他们或认为
自家爱犬听话、不会咬人，或
认为拴狗绳对狗健康不利，或
认为犬只随地便溺反正有环
卫工人清扫，何必污了自己的
手。如此一来，势必将自己的
爱犬置于矛盾焦点，不仅是对
爱犬的不负责任，也会影响所
有爱狗人士的形象。

文明来自长期的习惯养
成。各类文明养犬规定的贯
彻执行，贵在持之以恒。形
成文明养犬的社会氛围，不
仅要有拉网式、运动式执法，
还要有日常涓涓细流式的执
法与宣传。管理不文明养
犬，应该像查酒驾一样严格
才能取得效果。要让“养狗
必办证”“遛狗必拴绳”的观
念像“喝酒不开车”一样深入
人心，成为习惯。对不文明

养犬行为，须严格依法依规
管理，让违法违规养犬的处
罚落到实处，才能划定文明
养犬的底线。

同时，还应对养狗管理者
加强监督与考核，对失职渎职
者加大责任追究力度。犬患
的形成，与相关管理部门长期
的懈怠甚至失职不无关系。
不少城市提供给养狗者的公
共服务滞后，“办狗证比办护
照还麻烦”，导致“黑狗”盛行；
一些部门只顾收钱，服务和管
理却没有到位……因此，管理
部门必须提高管理服务水平，
才能营造人与宠物和谐共处
的文明城市。

在推进文明养犬这个问
题上，我们既不能用恶犬伤人
事件否认犬是人类的朋友，也
不能以“犬是人类的朋友”为
由和稀泥，捣糨糊，为不文明
养犬行为脱责。只有立好规
矩、管好人，你的爱犬才可能
成为别人眼里的朋友。①4

管狗，从管人做起

如果模仿一些自媒体低俗
十万+的加工模式，中央电视台
《焦点访谈》栏目 11日晚的节
目，标题也许该改成《密*央视
炮轰自媒体乱象——删前速
看》。自媒体的乱象不只这些，
一些自媒体从业者为了吸引流
量、夺人眼球，编造内容是“基
本素养”，使用惊悚标题是惯用
伎俩，抄袭别人的原创文章已
成常态，至于发布血腥、暴力、
低俗、色情内容也是家常便饭。

毋庸讳言，这些自媒体已
经“自”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道德、法律以及各项制度的底
线成为任由冲击的对象，只顾
自己利益，不计社会后果；“媒”
到了人神共愤的境地，虽然饱
受其扰但数量不减反增，各平
台的公开承诺、相关规定也形
同虚设；到最后，广大网民没有

“体”验到自媒体带来的好处，
更被形形色色自媒体的信息洪
流裹挟着无所适从。

自媒体的无序发展使其沦
为网络公害，俨然一个虚假信
息集散地、网络谣言的中转
站。单纯靠自媒体从业者自
律，显然不能解决问题。今年5
月11日，因发布《托你们的福，
那个杀害空姐的司机，正躺在
家数钱》，编造空姐遇害细节，
甚至出现不堪的色情想象而惹
怒公众被永久封禁的微信公

号，既不是第一个，也绝对不是
最后一个。因为封禁一个微信
公号，与其给这个社会带来的
负面效应相比，代价简直微不
足道，既不足以抚慰受到伤害
的人，更无法教育引导其他自
媒体从业者。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自媒
体时代意味着人人都有麦克
风，但有麦克风也不能乱发声、
更不能发乱声，制造噪音、破坏
网络生态。毕竟，谁都不愿生
活在一个充斥着虚假、诈骗、攻
击、谩骂、恐怖、色情、暴力的网
络空间。近期，国家网信办会
同有关部门，针对自媒体账号
存在的一系列乱象问题，开展
了集中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已
依法依规全网处置9800多个自
媒体账号。但相关部门不能总
等到问题成堆了、严重了，才去
重视、才想解决。治理好网络，
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
间，总是跟在问题屁股后面追
着跑不是办法，“头疼医头脚疼
医脚”的思路也难免“摁倒葫芦
起了瓢”。

守规则者最自由。治理自
媒体乱象，让利益至上而“无所
不用其极”的自媒体付出应有
的代价，既是对自媒体产业发
展负责，也是对广大网民负责，
更是为了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
空间。①4

都有麦克风，岂能乱发声

以成立公司为掩
护，通过招录“恶意差
评师”，由专门的“导
师”传授针对电商平
台 网 店 的“ 敲 诈 技
能”，然后在电商平台
搜索目标网店实施敲
诈勒索……近日，一
个网络涉黑恶犯罪集
团 35名嫌疑人被深
圳警方抓获，涉案金
额逾500万元。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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