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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评

□青年报评论员 张逸麟

5月24日，上海内环高架路

近漕溪立交段处发生了一起车

祸。但凡看过现场图的人们都

会发出“命悬一线”的惊叹。如

果当时蓝车司机多踩一脚油门

或者少踩一次刹车，也许就会酿

成难以挽回的惨剧，这是车流密

集地段的高架路，当时下方地面

或许还有车流和人流，很可能有

无辜的人、车会因为坠车被卷入

事故……

而从后方车辆提供的实时

行车记录仪录像的画面，更让

人们的观感从为涉事司机感到

侥幸，转化为出离的愤怒。很

多网友直言工程车司机的行为

和结果是咎由自取，也认为蓝

车司机的报复完全失去了理

智。两辆车一个横行霸道，一

个怒气上脑，不仅漠视自己的

生 命 ，也 无 视 周 围 车 辆 的 安

全。这样的“斗车”只可能出现

在正热映的大片《速度与激情》

里，可它却切切实实发生在我

们的身边。

路怒症，一个被无数次提

起，留下了无数个惨痛教训，却

又不断出现的场面。医学领域

将之归类为“阵发型暴怒障碍”，

是一种病态。但回到人文层面，

路怒症往往起源于自己的行驶

空间遭到对方逾越边界而产生

的愤怒情绪。愤怒本身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表达愤怒的方式和

控制愤怒的能力。此时手中的

方向盘和脚下的油门踏板，往往

会成为制造事故甚至惨剧的工

具。

其实在行驶中遇到侵权，从

理性上去维权是天经地义的，但

有些人更容易从感性上去发

泄。所谓的“不蒸馒头争口气”，

这一时之气，点燃了许多不必要

的麻烦、纠纷、事故。

也是在前几天，杭州一辆网

约车上发生了匪夷所思的一

幕。一对父女因为与网约车司

机的订单纠纷，强占对方的车

辆当起了老赖，这一赖就赖了

30 多个小时，任凭警察劝解也

无动于衷。看到这一幕会让人

疑惑，你们不就是为了维权吗，

有很多种合理合法的方法可以

去做，为什么要为了一时之气

去选择极端的方式？父女俩是

打算住在人家车里，还是准备

去冲击“人车合体”的吉尼斯世

界纪录？这里是中国，逆权侵

占是行不通的。

最终，这对父女还是要回归

规范的维权手段，却为此付出了

30多个小时的密闭生活，还给对

方司机造成了精神和经济上的

损失，并将面对由此带来的法律

责任。还有高架路上的那对司

机，即便没有造成难以挽回的损

失，可他俩都得到警局里好好去

反省一下，并为自己的错误行为

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所谓的

“不蒸馒头争口气”，《武林外传》

里佟掌柜的诠释是，我们要争的

是奋发图强的志气，不是小肚鸡

肠的怨气。

我们崇尚道德，希望每一个

人以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无论

是做人、做事还是行车时，能做

到换位思考，做到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当然在愤怒和憋屈的

情绪中很难控制自己，但至少脑

子里要有一根弦，这根弦可以是

法律的威严，可以是亲人的羁

绊，可以是对自己人生的负责。

当你怒不可遏时，别忘了拨一下

这根弦，也许就能避免一失足成

千古恨。

在愤怒的情绪面前，忍让

往往并非懦弱，而是更理性地

去解决问题。对于行驶中遇到

摩擦或不如意的人们来说，除

了轮胎下的这条路，你还有自

己漫漫的人生路。别因为一时

之气，把自己的人生路给走窄

了，走绝了。

用手绘文创
点燃参与激情

在闵行区古美路街道，有三
支以颜色为标志的垃圾分类志
愿者服务队：“绿色别动队”在小
区内捡拾小包垃圾、“橙色播种
队”在沿街商铺中指导科普、“红
色宣传队”在社区内开展培训宣
传，已成为大街小巷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居民们肉眼可见：地上
的纸屑、烟头变少了，小包垃圾
不再堆在路口、垃圾桶旁，生活
环境更加整洁干净……在社区，
垃圾分类有“一小区一方案”，居
民普遍养成垃圾分类习惯，参与
率达到95%以上。

90后社区达人杨芳不仅自
己是一名垃圾分类志愿者，还运
用自己的艺术特长，为平吉一村
的垃圾分类小屋进行过改造，通
过彩绘和文创的后续开发促进
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原
来，居委当时为小区添置了好几
个造型靓丽的分类小屋，但总感
觉白色卷帘门不耐脏，缺了些什
么。于是，大家便一起头脑风
暴，最后把每个分类小屋根据守
护阿姨的家乡或者最爱的鸟类
做彩绘装饰。项目完工后，居民
们更懂得尊重阿姨们的辛苦劳
动，主动将垃圾分类进行投放。
后来杨芳和小伙伴们还给小屋
开发了文创金属小徽章，只要报
名就可以领取一个集印的卡片，
每次志愿服务可以获得一个大
拇指图案的赞，集满10次就可以
兑换1个分类小屋挂件，集满40
次就可以获得整套的分类小屋
挂件，这些精致的“周边”吸引了
更多垃圾分类志愿者加入。

记者了解到，2019年，古美
路街道平均每天的干垃圾为93
吨，而到了2023年 3月，已经降
到68吨。今年，古美路街道将目

光对准了装修垃圾处理这块“硬
骨头”，在居民区范围内100%推
行装修（大件）收运新模式，通过
购买智能回收箱体、改造现有垃
圾厢房及2小时预约收运等多种
模式，推进装修（大件）收运新模
式在社区落地生根。

用闭环机制
完成爱的循环

花“浦”园箱房、星空花园，
光听这充满浪漫气息的名字，一
下子很难与垃圾分类工作联想
到一起，而它们正是完成闵行区
浦江镇浦欣苑的湿垃圾处理闭
环的重要环节。

浦欣苑是动迁房小区，住户
以老年人和租住人员居多，永康
三居以党建为引领，多管齐下，
发挥社区自治、共治、联治，按照

“政府倡导、社会支持、人人参
与”的原则有序推进垃圾分类工
作，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
垃圾分类之路。

永康三居委党支部副书记
潘碧琦表示，建立起可靠、优质
的工作队伍是垃圾分类固化的
重要支撑，也是重要的工作内
容。为了养成居民的垃圾分类
习惯，在垃圾分类试行初期，社
区就挑选和组织了一支由居民
代表组成的垃圾分类志愿队，其
中年轻人占了三分之一，在这样
一个老龄化颇高的小区里，实属
不易，在之后的工作中，他们也
的确成为了垃圾分类中的生力
军。潘碧琦介绍道：“我们还把
垃圾厢房改造成了花‘浦’园箱
房。将居民产生的湿垃圾放入
堆肥桶及酵素桶内，进行机质分
解、腐熟，产生的肥料、酵素用于
灌溉。现在，每个周六的集中堆
肥工作，早已成为了一项常规化
的社区志愿服务活动，邻里关系
也因此变得热络起来，大家一起

为社区的环境出力。”
作为一名85后青年干部，潘

碧琦经常会和其他青年志愿者
一起头脑风暴，于是，配套花

“浦”园箱房的星空花园就在居
委办公室的屋顶横空出世了。
星空花园实行的是网格化包干
制，垃圾分类志愿者们可以根据
自己的喜好选择种植花草或者
蔬果。不少志愿者还自发地将
自己种出来的生菜、青菜、小番
茄等给小区里的老爷爷老奶奶
们送去，传递关爱。在小区的初
心亭旁还有一个垃圾分类环保
主题园，在青年志愿者的奇思妙

想下，将废弃的轮胎和自行车进
行彩绘改装成艺术品，进一步增
添垃圾分类宣传氛围。“最近我
们正在策划在暑假里邀请小区
附近学校里的小朋友们举办种
植活动，邀请他们来星空花园做
客，将绿色低碳理念种在他们的
心田。”潘碧琦说道。

记者从闵行区绿化市容局
了解到，这些年来，通过广泛地
发动，持续地宣传引导，全区有
近万名垃圾分类志愿者，积极推
动垃圾分类。垃圾分类的宣传
发动实现全社会、全行业、全覆
盖，尤其是村居的宣传发动，要

求做到100%入户宣传。与此同
时，非常注重中小学宣传发动，
组织开展全区中小学、幼儿园
老师参加的垃圾分类专项培
训，拍摄垃圾分类学校专题宣
传片，作为全区中小学开学第
一课的主要内容。通过小手牵
大手，推动形成“教育一个孩
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
区”的良性互动局面。闵行市
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参与
率都超过95%。就在《上海市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的第 2
年，闵行区创建成上海市生活垃
圾分类示范区。

别为一时之气，把人生路走窄了

手绘文创制作周边产品 建造花园根植低碳理念

垃圾分类新时尚 青年在行动！
人人参与、久久为功，才能真正让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3年多来，作为垃

圾分类工作的生力军，青年们也在不断地运用自己的创想，为垃圾分类工作添砖加瓦。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在闵行区浦江镇，垃圾分类已成社区新时尚。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