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观点 2024年5月1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 崔淑静 美术编辑 / 丁兴业 校对 / 李丽 颜莉

□ 赵宏磊

5月5日，有博主发布了一段视频，受
到热议。视频中一辆理想汽车驾驶员离
开驾驶座，让汽车在“无人驾驶”状态下
自动行驶。驾驶座上没有驾驶员，只是
把安全带插上了，而副驾驶有一名儿童，
且未系安全带，道路前方还有其他车辆
在行驶。

这些年，随着汽车产品的智能化等
级越来越高，类似的事件频频发生。一
些车主为了体现自己车辆的智驾能力，
纷纷上演各路神奇操作，有闭眼开车的，
还有躺在行驶的车内睡觉的。甚至有的

车主发布了违规使用智能辅助驾驶的视
频，在方向盘上挂上了所谓的“离手神
器”，用以欺骗智驾系统的“手握方向盘”
监测功能。

智能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更
不是“无人驾驶”。当前，越来越多的车
型都配备了不同程度的智能辅助驾驶功
能。但是，无论是车企还是消费者都要
明白，L2级别及以下的智能辅助驾驶功
能仅是辅助驾驶员驾驶，降低驾驶负担，
并不能代替车主的双手。作为一种新兴
技术，智能辅助驾驶的安全性问题备受
关注。目前，我国市场车企实装的智能
驾驶系统基本为 L1 级和 L2 级。这也意

味着，现实的智能辅助驾驶场景中，车辆
仍需司机主导，绝不可“放飞”。

发展与安全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
翼。面向未来，新技术、新产业、新应用
等前沿领域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
新的安全挑战。当前，智能辅助驾驶技
术仍在快速发展，有关技术标准尚未定
型，在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的既有法律
框架内，还必须针对智能辅助驾驶继续
探寻行之有效的系统和整车双重安全技
术标准、数据分类分级体系、安全风险评
估机制等。

驾驶员对待智能辅助驾驶技术，更
是不能有“轻佻”的心态，毕竟这是人命

关天的大事。尤其是在智能辅助驾驶科
技日益精进的今天，驾乘者素质培养尤
为重要。个别车主在行驶途中完全仰赖
智能辅助驾驶技术，却无视既有约束条
件，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明白，现阶
段智能辅助驾驶技术无法完全替代人类
驾驶，在实际运用中需保持警惕，做好手
动操控汽车准备，确保出行安全。毕竟，
自己才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智能辅助驾驶技术，确实为人们生
活带来极大便利。但是，无论处于哪个
阶段，安全性都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要
确保智能驾驶能够安全地驶入大家的生
活。

莫把辅助驾驶当“自动驾驶”

□ 马彬 王琼

继“萝卜刀”之后，
近来“烟卡”游戏风靡中
小学校园，好像谁没有
几张“烟卡”就是跟不上

“潮流”。部分孩子中间
出现了攀比“烟卡”级别
等现象，引起部分家长
的焦虑。部分学校也已
发出通知，提醒家长对
孩子们玩“烟卡”游戏进
行监督。

“烟卡”，即从卷烟
盒上剪下烟标，再折叠制
作成纸牌大小的卡牌。

“烟卡”游戏类似于 70
后、80后小时候玩的“四
角”游戏。几个人聚在一
起，用手掌一拍，把对方
的“烟卡”拍翻过来就算
赢了。不同的是，孩子们
根据香烟的价格给这些

“烟卡”制定了等级，香烟
价格越高，“烟卡”级别就
越高。有些孩子因此对
香烟的价格了如指掌，还
有的孩子到垃圾桶里翻
找烟盒，让人们不禁担心看似简单的“烟
卡”游戏实则隐藏着巨大隐患。

“烟卡”游戏风靡校园，引发了很多家
长恐慌。他们认为，孩子们在玩“烟卡”的
过程中，会带来孩子学习精力分散、消费
攀比，容易诱发儿童抽烟等危害，还会对
其身体健康造成影响。但我们也要明白，
如果一味地对“烟卡”游戏进行否定与压
制，也可能会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不仅
不能解决问题，还有可能激化矛盾。

“烟卡”游戏风靡，宜疏不宜堵。学校
及家长应借此让孩子认识到吸烟的危害，
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及引导，让他们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及消费观。也应对孩子进行
卫生习惯的教育、培养，告诉孩子不能去
翻垃圾箱、捡拾丢在垃圾堆里的烟盒等。

说到底，从“萝卜刀”到“烟卡”，都反
映出孩子们对简单游戏活动的渴望，
映射出有益孩子身心活动的缺乏。对
此，笔者建议，学校和家庭都要重视课外
活动设计，引导孩子们积极参加，并能让
他们乐在其中。而在课外活动设计过程
中，不妨给孩子们自主探索的空间，激发
他们的参与兴趣。如此，不仅创设的游
戏活动更适合他们，还能促进对其个性、
兴趣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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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凯

移风易俗倡导了好几年，却仍达不
到预期。比如，我市某县一户农村家庭，
仅订婚礼金就要30万元，还不算车房，彩
礼之高可见一斑。一位网友留言说，在
某些农村地区，大家互相攀比彩礼，甚至
连购买的车型都要比一比，这是虚荣心
在作祟。

天价彩礼现象在部分地区得不到遏
制，可能有着复杂的成因，但更多折射出
当地民众的攀比心态。古人云：祸莫大
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攀比之心，往
往源于不自知和不知足。一些家庭在彩
礼的攀比中逐渐心态失衡，忘记了婚姻
的真正意义是两颗心的相遇、相知，而
非物质的交换。攀比不仅会导致个人

的内心扭曲，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
题，如婚姻稳定性下降、人口性别比失衡
等。

2023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民政
部、全国妇联联合举行“推进移风易
俗 治理高额彩礼”新闻发布会，发布涉
彩礼纠纷典型案例。通过这些典型案例
可以看出，高额彩礼并不是保障家庭幸
福的秘籍，反而可能成为引发矛盾纠纷
的导火索，甚至造成两个家庭之间的对
立、矛盾和冲突，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简
单来说，高额彩礼不是婚姻的“护身符”，
反而有可能成为幸福的“紧箍咒”。

拒绝彩礼攀比，贵在涵养健康心
态。自古以来，婚嫁礼仪承载着人们对
婚姻家庭的美好希冀。新人在纳采、请
期、亲迎等一道道仪式中缔结白首之约，

唤起对婚姻家庭的责任感、使命感。让
婚姻的缔结回归情感，让“重彩礼”回归

“重礼仪”。从“公交婚礼”等集体婚礼悄
然流行，到“自己家业自己创”的理念得
到更多年轻人认同，我们看到，文明婚育
新风正逐步形成，这也昭示了，唯有健康
积极的心态，才能换来夫妻二人的幸福
生活。

从家长角度出发，与其攀比彩礼，将
结婚搞成“爱情买卖”，不如两家一起整
合资源，把钱花在刀刃上，投资小两口的
未来。彩礼攀比如同陷阱，容易束缚人
的手脚，限制人的发展。不如打开视野、
放眼长远，注重孩子自身能力的提升，更
有利于拓展其人生格局，增强新建家庭
的稳定性和幸福感。

切莫坠入彩礼攀比陷阱

关爱未成年人，防止沉迷网游 徐民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