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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莎莎

这几天，关于“卧铺能不能挂帘子”
的话题引发网友热议。事情缘起于某辆
列车上，一位乘客吐槽年轻人在下铺挂
帘子，不让70岁老人坐。对此，中国铁路
12306 客服接受采访时表示，“没有明确
规定不能使用帘子，在不妨碍其他乘客
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短视频的高赞评论大多是“这次
支持 12306，只要人家没占用公共通道
就可以”“我买的车票凭啥让你坐”“挂
得好”……支持年轻人在卧铺下铺挂
帘子的声量在互联网上很响。但也有
人感叹：“以前坐绿皮火车，那么多人

站着还相处得很好，现在的人是怎么
了？”

其实这涉及火车下铺的权益之争，
而官方的回应厘清了床铺使用权边界：
乘客买了下铺的票，就可以充分享有床
铺的使用权。那么，乘客通过挂帘子保
护隐私、不让其他人坐是合理的，我们要
重视和尊重个人权利，并予以充分保
障。这么来说，这位拍视频吐槽的乘客
指责他人是不妥的。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卧铺车厢座位
少，怀着“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想法，

“下铺可以坐”成为乘客彼此间的默契。
一段旅程，和和气气地分享一下床铺使
用权，大家互相理解包容一下，就下车

了。所以，“下铺可以坐”在很多人看来
是充满人情味的体现。

铺位之争的背后，既是观念之争，也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舒适出行需求与车厢
设计滞后之间的矛盾，是公共服务供应
不足的体现。一节火车车厢，6个卧铺仅
配有两个座位，乘客找不到地方坐，诉求
得不到满足，就想借坐一下别人的床铺，
从而引发矛盾。

那么，这一矛盾可以化解吗？如何
化解？这需要铁路部门考虑不同年龄层
次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从而提升服务。
近年来，为满足老年人的出行需求，在票
量充足的情况下，火车在线购票系统会
自动识别60岁以上的老年旅客并优先安

排下铺，这一人性化举措已得到社会的
广泛认同。此外，面对座位少的问题，建
议铁路部门提供可移动、可收纳的板凳
供旅客使用。

铁路部门可适当宣传挂帘行为的合
理性，厘清床铺使用权边界，让大家达成
共识。当然，同一趟旅程，相遇便是缘
分，乘客之间也需相互体谅沟通。就前
面提到的这一事件来说，老年人应对年
轻人的权利意识予以尊重，年轻人也应
考虑老年人的困难，适当将下铺座位予
以共享，为老年人提供帮助。因为，在火
车这样的公共空间，善意仍然是陌生人
之间保持和谐的桥梁。

尊重与共享，解决火车“铺位之争”

□ 胡欣红

当下，初中毕业体育
考试陆续进行。号称“体
考神器”的兴奋运动液氮
泵等“重出江湖”，部分网
购平台相关产品销量达数
万。

在中考整体区分度
不大的情况下，家长对中
考体测十分关注，可谓

“分分关键、每分必争”。
为了让孩子在体测中尽
量取得好成绩，甚至有家
长总结出“穿连帽衫做仰
卧起坐能占点小便宜”的
窍门，因为帽子垫在背后
可以“省点劲儿”。在这
样的群体心理下，体测
鞋、功能饮料、氮泵等各
路“神器”不时搅动家长
们的神经。

氮泵意为训练前补
充体能的补剂，市场监管
部门认为氮泵从批号上看
属于运动营养食品，并非
保健食品，只有特定人群
才适用。成都一家三甲医
院药剂师表示，这类产品的主要成分之一是咖
啡因，过量服用会使人出现头晕、心动过速等
现象，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

这样一款存在争议和风险的产品，一些
商家却夸大其词地大肆宣传，声称可以“提
升运动状态”。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商家以
显著提升成绩为卖点，大肆宣传与实际情况
不符的“体考神器”的功能，对消费者购买行
为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涉嫌虚假宣传。

另据《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对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添加剂生
产食品相关产品的，可处十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处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市场监管
部门不能任由商家肆意妄为，理应依法查
处，以儆效尤。

体育考试要靠实力，没必要相信所谓的
应试“神器”。其实，中考设置体育考试，目
的在于鼓励学生通过体育锻炼来强身健体，
只要平时好好锻炼，再加上考前一段时间进
行集中训练准备，都可以拿到不错的成绩。
在运动装备和运动补剂上下太多工夫，不仅
没必要，还有可能适得其反，损害身体健康。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面对各种
“体考神器”，家长需要保持理性，切莫病急
乱投医。与其临时抱佛脚盲目尝试所谓的

“神器”，不如让孩子平常坚持锻炼。
据《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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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英东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 2024 年中考
政策发布，其中一条规定引发广泛关注
和热议：对于在初中阶段存在考试作
弊、校园欺凌等不良行为的学生将不得
被推荐为指标到校生，并在录取过程中
最后投档。

坚持德育为先，向考试作弊、校园
欺凌等不良行为说“不”，体现了教育行
政部门对规范青少年行为的高度重视
和净化校园环境的坚定决心。

不教而诛谓之虐，教而不诛谓之
纵。考试作弊与校园欺凌的危害很大，
不仅影响教育理念、学生心理及校园安
全，更破坏了教育公平原则，影响和谐
校园建设。通过将这些不良行为与升
学机会直接挂钩，成都市中考新政向全
社会传递出一个鲜明信号：教育不仅注

重知识传授与技能培养，更强调道德素
养与人格养成，任何违背公序良俗、损
害他人利益的行为都将受到应有的惩
罚。

政策的实施具有显著的警示与矫
正作用。对于可能涉足或已经有过不
良行为的学生而言，政策的威慑力将促
使他们重新审视自身行为，认识到错误
行为的严重后果，从而自觉抵制诱惑，
改正不良习惯。同时，学校和家庭可以
借此加强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
感和法治意识，助力其成长为遵纪守法、
具有良好素质的现代青年。

尽管政策的初衷值得肯定，但在实
际操作中，如何准确、公正地认定考试
作弊与校园欺凌行为，避免误判或漏
判，是推动政策落地的关键。要建立健
全科学严谨的调查程序与证据标准，确

保所有处理决定都有充分的事实依
据。同时，对于情节轻微、初次犯错且
悔过态度良好的学生，也应体现出一定
的包容性与人性化，避免“一刀切”式的
严厉处置。应进一步完善综合素质评
价体系，将其纳入升学考核内容，使之
与学业成绩、特长发展等共同构成对
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标准。通过评
价体系的改革，引导学校、家庭和社
会更加关注学生的道德品质、行为习
惯、团队合作、创新能力等非学术能力
的培养。

家校社联动，方能共筑和谐校园。推
动问题的真正解决，要构建家校社“三位
一体”的教育网络，充分发挥家长委员
会、社区资源在预防与干预校园欺凌、
打击考试作弊中的作用，形成教育合
力，共同营造安全、友善、公正的校园
环境。

德育为先，向不良行为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