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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评弹

■社会观察■三言两拍

该叫停的何止《爸爸去哪儿》？

公交司机停车逼乘客让座
合适吗

文 / 张立美
近日在西安，一名老太太抱着一名孩子上了 903 路

公交车，司机梁师傅用广播和喊话提醒乘客让座后，

全车也迟迟不见有人让座，而梁师傅索性将车停了下

来，大概过了五分钟，坐在爱心座上一位中年男乘客

站起身，给这位老人让了座，他才重新启动车子。事后，

梁师傅此举也引起了争议。

（9 月 3 日《河南都市频道》）
在公交车上，因为没有乘客给“老弱病残孕”让座，

公交车司机选择停车不开，逼迫其他乘客给“老弱病

残孕”让座，以示对广大拒绝给“老弱病残孕”乘客

表达不满和愤怒。毫无疑问，这样的公交车司机正义

感爆棚，这股勇气值得我们敬佩。所以，广大网友纷

纷给这位停车逼乘客让座的公交车司机点赞，这也是

不少公交车司机敢于选择停车方式逼迫乘客让座的原

因所在。

但是，从法律和道德层面讲，公交车司机以停车

方式逼迫乘客给“老弱病残孕”让座，这种做法并不

合适，这实质上是一种利用手中的驾驶权进行的一场

道德绑架行为，不值得提倡和鼓励，这也是引起社会

争议的根源所在。

众所周知，身体强壮的年轻乘客，是否在公交车

上给“老弱病残孕”让座，这不是乘客的法定义务，

而是一种社会美德。这意味着乘客拒绝给“老弱病残

孕”让座，你可以骂他们缺乏美德，不懂得尊老爱幼，

没有人情味，但不能就此强迫要求他们必须给“老弱

病残孕”让座，不让座不违法。公交车司机停车逼乘

客让座，诚然出发点是美好的，但客观上就把让座这

种美德异化成了乘客的法定义务，显然是道德绑架。

从公交车司机的职责层面说，公交车司机按时将

乘客送到目的地，这是他们的责任。公交车司机为了

逼乘客让座，中途停车几分钟，这其实让全车乘客为

道德买单，实质上就侵犯了广大乘客的合法权益。而

且，公交车司机以侵犯乘客合法权益的方式，逼迫乘

客倡导美德，或许一时之间实现了让座目的，但很容

易让一些乘客产生怨言和逆反心理，更加不利于公交

车文明的倡导。从这个角度说，给“老弱病残孕”让座，

这是美德，确实需要倡导。但公交车司机在倡导的方

式上要理性一些，应当是以文明言语倡导，而不是选

择过激的停车倒逼。

事实上没有乘客愿意给“老弱病残孕”让座，逼

得公交车司机通过停车方式倒逼，这充分反映了市民

道德滑坡。因此，倡导让座美德，最根本的是要提高

人们的道德水准，才能化解公交车司机停车倒逼乘客

让座的尴尬，这既可以激励、奖励主动让座的乘客，

也可以让“老弱病残孕”座位真正专座化，优先这类

乘客乘坐。

K 歌、聚会、“生日趴”，KTV 是不少年轻人热衷的夜生活聚会地，但白天的 KTV 却有着另外一番景象，
尤其是下午几乎被老年人包场。2 日，记者在菱角湖一家 KTV 看到，从中午 12:30 开始，就有爹爹婆婆陆续涌
向前台。随后，记者在江汉路步行街、万科新唐等商圈的多家 KTV 看到，下午时段上座率在 60% 以上，部分
KTV 甚至出现满场的情况，而这一时段的消费者一大半为平均年龄 65 岁的老年人。   （9 月 3 日《武汉晨报》）

大爷大妈“占领”KTV是双赢之举
文 / 韩银
与颇具争议的“广场舞”、“暴走

团”相比，大爷大妈“占领”KTV 获

得了近乎一边倒的舆论支持。同为中

老年群体的休闲娱乐的方式，大爷

大妈以廉价消费成为KTV 下午场的

活动主角，既盘活了近两年客单价断

崖式下滑的KTV 经济，又满足了大爷

大妈们娱乐健身的精神需求，可谓

互利互惠的双赢之举。

KTV 曾是许多年轻人休闲娱乐、

减负释压的热衷之所，但随着电脑和

手机的日益普及与智能化升级，KTV

自娱自乐的功能模式逐渐失去原有优

势，其经营状况陷入了顾客减少、收

入下滑的不景气困局。即便是那些精

力旺盛的年轻人群体，迫于工作与生

计的现实压力，也只能成为KTV 夜生

活的宾客，这无疑造成了这一公共娱

乐资源的闲置与浪费。中老年群体的

涌入，既填补了KTV白天闲置的使用

空白，提升了娱乐资源的利用效率，

也为中老年群体开辟了嗨歌劲舞的休

闲新天地。

赋闲在家的中老年群体，渴望有

人陪聊的精神抚慰，更企盼情感释

放的人际交往，但鉴于自己没班上、

儿女工作忙的现实情况，走出家庭、

自娱自乐便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涌

入 KTV，让同龄人欢聚一堂，载歌载

舞，既可互诉衷肠、联络情感，也能

接触社会、获取信息，更为其提供了

引吭高歌、一展唱功的宣泄平台。尤

其是对于那些参加老年大学声乐班学

习的大爷大妈，放歌KTV无疑是其课

后练习、学以致用的最佳去处。《浏

阳河》、《映山红》、《刘海砍樵》等

一首首颇具年代特色的“老歌”，极

大地满足了中老年群体的怀旧心理。

团购之后的AA制和每次人均不足 10

元的低消费，也绝对不会成为大爷大

妈的经济负担。

大爷大妈“占领”KTV 行为的受赞，

不仅在于娱乐资源的利用、自我价值

的展现和情感世界的充盈，更在于其

有别于广场舞扰民和暴走团占道“绿

色环保”。KTV 毕竟是一个相对独立

与封闭的场所，而且同样不乏歌伴舞

的娱乐健身功能。KTV 经营者“谈不

上赚钱，但能凑个人气”的认知，及

配备急救类药品、免费提供热水等服

务，或不失为其顺势而为和彰显人文

关怀的明智之举。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群众

性的自发活动，大爷大妈“占领”KTV

虽纯属个人选择，但也向社会传递出

中老年群体期盼娱乐、渴望健身的强

烈诉求，暴露出公共娱乐资源与民众

休闲需要供不应求的现实矛盾，应当

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与反思。

“占领”KTV是银发经济的一个剖面
文 / 斯涵涵
国际卫生组织大力提倡“积极

老龄化”的观点，即人在进入老年

以后，要继续在各方面如生理、心

理、智能等尽可能在较长时期保持

良好的状态。这需要老人们自身不

断加强积极生活能力。人类是群居

动物，交流、沟通、陪伴必不可少，

而唱歌有锻炼肺部机能，提高记忆

力、提高社交能力的功效，老人们

聚在一起 K 歌，花费不多，自娱自

乐，大大丰富了晚年生活，有利于

排除“无人陪伴”、寂寞孤独等消

极情绪，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将

大大提升生理和心理的健康指数，

有效化解老年化危机。

然而，老年人包场 KTV 也有隐

忧，一般说来，KTV 空间比较封闭，

空气流通不畅，并不是适合老年人

长时间唱歌的场所，老人们年老体

衰，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老年病，若

在 KTV 呆的时间过长，如将 KTV 包

场“占领”未必有利于健康。此外，

虽说老人们极少有其他酒水饮料食

品消费，每场 AA 均摊下来不过 10

元左右，平均每周 2~3 次，累积

起来也是一笔额外的开支，这就把

一些不喜欢唱歌或经济不宽裕、或

习惯于省吃俭用的老年人排除在

外。那么，如何让更多的老年人生

活得到健康高效的拓展，就值得多

方思考。

老年人“占领”KTV 是部分老

年人日常生活的一个小片段，也

是银发经济发展创新的一个剖面。

实际上，从兴建养老院到老年人

出游，再到广场舞系列装备和“占

领”KTV，中国老年人口的庞大基

数、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潜在的消

费需求不容小觑。政府各级部门

要创新养老服务思维，积极发展

多元化的养老模式，积极建设居

家养老服务站、公立养老机构，

爱心食堂等，鼓励老人们主动参

与集体活动，并鼓励民间发展民

办养老机构、陪护场所及服务人

员，拓宽养老服务途径，为老人

群体提供多方位多层次的养老服

务，营造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良

好氛围；各行各业都要重视老龄

化社会对经济、人口、科技带来

的影响与变化，从中找到“银发

经济”的市场化思路，大力开发

专供老年人使用的商品和服务，

增加老年人的活动力和舒适度，

减轻各方的养老压力，为和谐社

会的经济发展提供充足动力。

 文 / 张西流
 本月初，转移到芒果 TV 播

出的热门综艺《爸爸去哪儿》还

在为新一季节目做宣传。但实际

上，爸爸们如今“哪儿也去不了

了”。据三湘风纪网 8 月 31 日发

布的《中共湖南广播电视台委员

会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显

示，这档节目已经确定被国家广

电总局叫停。

（9 月 4 日《每日经济新闻》）
事实上，早在 2016 年 3月，

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通

知》，被舆论称之为“限童令”。受

其影响，《爸爸去哪儿》、《爸爸回

来了》两档王牌亲子节目已经确定

不再制作。

随着《爸爸去哪儿》、《爸爸

回来了》等明星亲子节目的热播，

“童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追捧，

不少家长倾尽精力、物力、财力，

试图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童星”。

比如，一些以“星二代”和“童星”

为卖点的真人秀节目，让乳臭未干

的孩子穿露骨装，跳成人舞，唱

缠绵情歌，明显破坏了人的发育和

成长规律。可见，即使广电总局

出台真人秀“限童令”，也是一种

迟到的监管措施。

儿童真人秀节目，严重损害了

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实际上是

一种变相的虐童行为。然而，这

种虐童行为，经过了“艺术包装”，

又不被法律所禁止，因而被众多

电视台和家长追捧。一名“童模”

的母亲，曾振振有词地称：“小孩

子穿比基尼并不在有关部门禁止

之列”。问题是，有些做法虽然是

合法的，但并非是合理的。比如，

让孩子去当所谓的“童星”或“童

模”，将演艺圈一些浮躁心态，以

及功利思维，过早地灌输给了孩子，

甚至强加在孩子身上，这种拔苗

助长的方式，势必会造成孩子畸

形成长。

殊不知，儿童真人秀节目，

既是“童星加工厂”，更是一些

电视台和商家的“提款机”，为

了吸引公众眼球，拿“童星”

和“童模”当道具，发不义之财，

这已经够缺德了。但是，有的

家长被功利冲昏了头脑，不明

是非，与电视台和商家同流合

污，一起去消费和透支孩子的

童贞，更是愚蠢至极。要知道，

让孩子过早地涉足成人领域，

做一些“少儿不宜”的事情，

可能会毁了孩子的一生。

因此，执行“限童令”，不

能止于叫停《爸爸去哪儿》。首

先，广电总局应该拿出一个果

断强硬的管理措施。比如建立

儿童电视栏目（节目）申报、

审批制度，对审查通过的在播

电视栏目（节目）进行跟踪管

理，发现问题，及时查处。同

时，应对少儿影视作品中的暴

力、低俗、危险情节和不文明

语言做出严格限制，将未成年

人的“视界”限定在保护的范

围内。此外，应严格执行新广

告法，禁止电视台等公共媒体

播放 10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代言

的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