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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在济南堤口路中段
一家银行营业网点门前，上百名老
人带着板凳排起长队。蜿蜒的队
伍从银行门口一直排到人行道，排
队的老人中年龄最大的已85岁。
据了解，25日是退休职工发放退
休工资第一天，从凌晨5点开始就
有老人陆陆续续到银行门口排
队。老人坐在银行网点等候数小
时领取工资，最长等候时间超过4
个小时。（《视觉中国》8月26日）

在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支付
宝、微信等各种非现金支付方式正
如火如荼发展，“非现金社会”已越
来越成为一种趋势的当下，上述这
种“老人凌晨排队四小时银行取工
资”的场景，无疑会给人一种“恍如
隔世”的强烈违和感，不仅旁观者
会觉得很“违和”，而且也会让置身
其中的银行和排队老人倍感“违
和”，如银行正常的经营秩序会因
此陡增压力，长时间排队等待的老
人更会因此而不胜辛苦、“体力不
支”……

如此违和的“老人凌晨排队四
小时银行取工资”现象究竟何以会
发生？主要原因无外乎源自这样
两方面，一方面，许多上了年纪的

老年人，无论在观念上还是行为习
惯上，均与目前正快速发展的时代
显得有些“脱节”，不会、不愿意去
使用支付宝、微信甚至ATM机等先
进便利的金融工具，而更习惯于直
接通过柜台来办理各种银行业
务。如此前曾有媒体调查显示，

“近八成老人不会甚至不敢使用银
行ATM机”。而另一方面，面对大
量涌向柜台的老年人，银行方面所
提供的业务窗口明显不足，也是导
致“老人凌晨排队四小时银行取工
资”的重要原因。

因此，要想有效化解“老人凌
晨排队四小时银行取工资”现象，
无疑也需要同时从上述两个方面
着手，一方面，老年人自身应跟上
时代发展进步的步伐，不断主动去
尝试各种现代化的工具，改变“依
赖银行柜台”这类已明显不合乎时
宜的习惯，如此一来，于人于己都
是一种方便；另一方面，相关银行
也要充分体谅理解老年人的特殊
需要，不断改进和提升自身服务质
量和水平，比如，面对像“退休职工
发放退休工资”这样的特殊日子，
应提前做好相应的服务预案，尽可
能提供更多的服务窗口。

25日晚上6点半，青岛交警市
南大队的多位民警来到了青岛市
八大峡广场东侧的几条马路路口，
在这里摆放起了禁止通行的标
识。从当晚开始，青岛交警市南大
队每天都将对这几条道路进行分
时段封闭，禁止机动车行驶，而供
市民和几个“暴走团”步行，这样的
举措是否合适，引发社会激烈讨
论。（8月27日《北京青年报》）

对于青岛交警的举措，很多人
提出了质疑和担心。人们质疑的
是，为何“暴走团”占用机动车道交
警不管，反而要让机动车让路呢？
如果是这样，规则的刚性便无从体
现，反而迎合了“暴走团”内心笃定
的“没有人敢惹”的意念——之前，

“暴走团”成员就并不担心道路上
的车来车往，他们的信念是，我们
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司机是不敢
撞我们的。这份漠视规则和无视
后果的耍蛮，无疑暴露出“暴走团”
霸道的一面。

人们担心的是，如果这种做法
成为范例，那么规则是否也要给其
他地方的“暴走团”让路，是否也要
给类似“暴走团”的团体让路？

质疑和担心，有一定的合理
性。只是，在讨论公共问题时，还
是应该先放下之前的成见。具体
到“限行让暴走团”的讨论中，人们
通常会对事件中的人物和细节有
两个成见：一个是关于“暴走团”
的；一个是关于“规则让行”的。

谈到“暴走团”，人们会想到漠
视规则、倚老卖老。在一些新闻的
渲染之后，“暴走团”已经成为不讲
规则的冲动之群体。而事实显然
不是如此。一些新闻所报道的内
容虽然属实，但也只是“暴走团”所
呈现出的一个侧面。对于“暴走
团”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又是否给
予了他们足够关注？显然，据目前
的情况来看，我们对“暴走团”的了
解并不全面、客观。

而谈到“规则让行”，人们会想
到规则的软弱，想到规则的“欺软
怕硬”——既然“暴走团”在机动车
道暴走有危险，为什么反而要禁止
车辆通行呢？话虽这样说，但是别
忘了，行政管理有其自由裁量的空
间，并不是任何规则都是铁板一
块，不可随机应变——规则面对的
从来都不是千人一面的相同对象，
它们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具体的
人。因此，有时规则的让步也未必
是坏事。

明白这两点，再看“限行让暴
走团”的新闻，就应该平静一些。
首先，“限行”是不是一种次优的选
择？如果此路段机动车通行确实
不多，禁止后也并没有完全阻断该
区域的交通，那么“限行”也算是一
种兼顾多数人利益的次优选择。
其次，“暴走团”是否可以被制度关
照？任何群体，只要没有损坏社会
的公序良俗，在理论上都应该是制
度可以照顾的对象。从这两个角
度看，“限行让暴走团”还可以被看
成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人性化执
法。至于，其他地方想攀比，先给
出同样的理由再说。

继“无人超市”引发热议后，广
州有连锁超市推出自助超市服务，
顾客只要将选购好的商品，在自助
收银机刷一刷即可用手机微信或
支付宝埋单，据测算减少了25%的
排队等候时间。截至目前，该连锁
超市发生了超过130万单的自助
结账行为，尚未发现一单少结或未
结账离店的行为。（8月27日《南方
都市报》）

130万单自助结账没有一单少
结或未结，如此漂亮的数据确实让
人感慨人心向善、诚信本分。也必
须承认，超市走进社区早有时日，
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助结
账模式，有赖于人工结账模式中

“结账出闸”的习惯养成，也就是说
自助结账与市民的文明素质提升
有着一定关系。但是，如果将此完
全归功于市民素质而不是秩序规
则的建立，就不免有失偏颇了。

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是，同样作
为新生事物，共享单车甫一出现备
受市民欢迎，但没过多久，乱停乱
放、加装私锁、私自藏匿甚至恶意
破坏现象层出不穷。类似现象，各
个城市均有出现。置于非定向的
语境中，在同一座城市，同样的市
民群体，面对共享单车和“自助超
市”会有迥然不同的表现——这是
不可思议的。

事实上，“自助超市”并不是
“无人超市”，只是另辟了自助结账
的闸口，工作人员可以在闸口外对
离店前的商品进行核对，同时自助
结账口上方装有摄像头监控。某
种意义上，正是这些监督措施，保
证了市民的文明素质不下滑。

共享单车的前车之鉴告诉我
们，科技进步在改变生活的同时，
须做好防范“庸常之恶”的技防，从
而让规则意识与新生事物同步生
长。唯其如此，才能保证科技进步
与民众素质同步提升。相反，任何
一种嵌入民众生活的新生事物，如
果不能够自带抵御人性庸恶的技
防，就会自觉不自觉演变成民众的
道德试纸。诸多事实证明，这种道
德试纸是经不住反复测试的。

从“自助超市”到“无人超市”，
新生事物接踵而来，其中的科技含
量不会令人担心，真正需要观察的
是，这些新鲜事物须要从一开始就
最大可能堵上“道德测试”的漏洞，
让技防之下的规则红线嵌入其
中。这可以说是新生事物的社会
责任之一，因为任何一次“破窗效
应”的呈现，都是人性庸恶的探底，
而这种探底，显然不宜在底部形成
无意识的“自适应”。所以，“自主
超市”要相信民众的文明素养，更
要相信规则意识的“电子围栏”。

放下成见讨论
让路“暴走团”

这些新鲜事物须要从一开始就最大可能堵上“道德
测试”的漏洞，让技防之下的规则红线嵌入其中。

“自助超市”
不是市民的道德试纸
□燕 农

这种“老人凌晨排队四小时银行取工资”的场景，无
疑会给人一种“恍如隔世”的强烈违和感。

如何化解“老人排队四小
时银行取工资”？
□张贵峰

年年七夕，今又七夕。在中国传
统节日里，最浪漫最温馨的，应该算是
七夕节了。随着时代发展和观念转
变，七夕节逐渐被赋予了新内涵，“中
国情人节”成为追捧对象。七夕节，人
们争相表达着自己的爱意，浪漫的味
道弥漫在大街小巷。

因为有着牛郎织女的故事，或许
还因为受到国外情人节的影响，当下，
人们把七夕节当成“中国情人节”来
过。在有些专家看来，这其实是对七
夕节的误解，也有专家考证出七夕节
的节日内涵与情人相会没有丝毫联
系，历史上的七夕节并不是现在想象
的样子。

中国传统节日，往往有着博大的
内涵，七夕也是如此。七夕节原名为
乞巧节，又被称作“女儿节”，是过去女
性们最为看重的节日。喜蛛应巧、穿
针比巧、种生、拜织女、拜魁星、吃巧果
花瓜……从这些传统七夕习俗中可以
看出，七夕节的意义远远不止爱情。
但是，一种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往往并
不是其最本来的面貌，而是其最被人
们需要的面貌。一种传统节日之所以
式微，也往往是因其脱离了生活，失去
了传承与发展的沃土。

论浪漫色彩，论文化底蕴，论爱情
象征，中国的七夕节和西方的情人节
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把七夕
节当成“情人节”，在当下并无不可。
也正是因为找到了契合点，这个流传
已久的传统节日，最近几年一年比一
年热闹了起来。

一种传统文化只有拥有最广泛的
人群，并且成为最广泛人群的价值表
达，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七
夕，作为我国第一批被列入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节日，无疑是珍贵
的文化遗产。传承好、保护好七夕节，
最重要的是让七夕文化融入我们的生
活，真正成为中国人的日常呈现。而
这，甚至比组织和参与具体的习俗，还
要有意义。

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是
人类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
发展的必要条件。可在今天，爱情面
临着许多挑战。想想一档相亲节目里
讲到的“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
坐在自行车后笑”，再看看前段时间流
行的“相亲鄙视链”，就会发现今天的
爱情有多么沉重。

“不再相信爱情”，也就是不再相
信纯粹，不再相信美好，不再拥有心灵
自由。在快节奏时代，如果连爱情都
不相信，又如何才能让失落的灵魂跟
上脚步，回答“为什么出发”的“初心之
问”？牛郎织女最可贵的，其实是相信
爱情，追求爱情。他们的爱情打破了
身份的壁垒，没有物质的牵绊，只有纯
洁、坚贞与勇敢，提醒人们生活的真正
价值与意义。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内
核，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才会在不同
的历史时空和不同的文化架构中自觉
不自觉反复出现。

“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
星。”面对七夕，最关键的是发现爱情
之美，最重要的是永远相信爱情。透
过灯光看星光，牛郎织女自由神圣的
爱情观告诉人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爱
情，什么才是对爱情的真正态度。让
这种爱情观成为一种主流价值，成为
中国人的日常呈现，七夕文化就会得
到更好的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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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劭强李劭强

□毛建国

一种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往往并不是其最本来的面貌，
而是其最被人们需要的面
貌。一种传统节日式微，也往
往是因其脱离了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