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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渡口区西城大道999号，位于

白居寺公园旁的绿地城小区，2016年建

成。小区树绿花香，环境清幽，每到傍晚，

小区里少不了出门散步的老人和小孩。当

然，还有带着宠物狗出门遛弯的“铲屎官”

（指养狗业主）们。大伙互不干扰，其乐融

融。

就在一周前，铲屎官和护孩族还怼文

激战。一周的骂战，骂出了矛盾根源，也骂

出了难得的融洽。

老人家节约，不舍得开空调而致严重中暑，

在浙江杭州市各大医院的急诊室每年都能遇

到。得不偿失的“舍不得开空调住院”，显然背离

了理性选择，但看似不可理喻的现象背后，隐伏

着一些老人的爱与痛。

在传统的家庭观念里，父母对孩子无私的关

爱与付出既源于一种情感义务，也源于一种道德

责任。在“父母心”的激励与鞭策下，不少老人为

了帮助子女完成婚姻大事，付出了太多努力，做

出了太多牺牲。伴随着情感的商品化和婚恋的

阶层化，婚姻进入的门槛越来越高。那些在婚恋

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单身青年，仅仅依靠自己

难以在婚恋竞争中脱颖而出，“啃老”很难说不是

一种必然。

将子女的幸福建立在老人们的付出与牺牲

之上，虽然老人们是心甘情愿的，但这种“甜蜜的

负担”却太过沉重。宁可自己多辛苦，也要让老

人们少吃苦，年轻人的角色扮演，直接影响到老

人们的生活品质。

(潇湘晨报)

别让“甜蜜的负担”太过沉重
兴趣班的选择权在家长而非孩子，这就违

背了兴趣班的设置初衷。许多家长给孩子报兴

趣班，是出于攀比、焦虑，而非孩子自主意愿和

兴趣。

而且，兴趣班的课程设置过于程式化，哪节

课跳什么舞蹈，做哪个实验都是老师说了算，未

能充分因材施教，课程安排也是年复一年，这种

程式化的教学模式很难让孩子拥有家长期待的

创新性、创造性。过多的兴趣班安排不仅会耗

费家长的财力，更会压榨孩子的玩乐时间。其

让孩子在各类兴趣班中辗转，不如多陪陪孩子，

让其在大自然中充分玩耍。 (人民日报)

别让兴趣班毁了孩子的兴趣
一名老人突然倒地不起，正在等车的锦州医科

大学2016级护理专业学生丁慧立即冲到老人身边，

跪在地上为老人进行心肺复苏。但是随后，一些学

医的专业人员发声，指出丁慧急救行为不专业。

民法上一般主张的是“过错责任”，为什么立法

上为救助人专设“免责条款”呢？这是因为，见义勇

为亟须国家立法的撑腰。如果任由免责环节缺失，

法律条文将见义勇为者与其他人等同视之，那么见

死不救的情况，恐怕会如同传染病一般蔓延，最终

击穿社会的道德底线。让“丁慧们”轻装上阵，更有

利于鼓励见义勇为，弘扬救助风气。

(光明日报)

救人遭质疑凸显“好人法”意义

小区业主养狗不拴绳 娃爹怒言“狗扑我娃直接打死”

护孩族和铲屎官爆发“怼文大战”

护孩族的32张“温馨提示”：
没套的大狗再扑我娃，直接打死

17 日晚上，小区内各

个电梯旁出现了这样一则

温馨提示，标题中特意写

明是给养狗业主的。其中

提到：“今晚过后，再遇到

有大狗扑我娃儿的，遇到

直接打死……”里面还特

意强调了是“没套绳的大

狗”，因为扑孩子事件已发

生 过 两 次 ，所 以 再 次 警

告。落款项，还留下了12

栋小李和他的电话。

这样的提示共32张，

每个电梯旁都有一张。

小李为什么要写这样

一则并不温馨的“温馨提

示”呢？小李承认：“我的

言语是有些激动，但也是

因为我是孩子的父亲。”今

年26岁的小李，是两个孩

子的父亲。当天晚上八点

多，他带着自己五个多月

的宝宝到小区散步，却遇

到一只大狗站起来扑向了

他。虽然安全躲避了，但

这事却让他十分气愤。

“ 这 已 经 是 第 三 次

了。”小李告诉记者，当时

大狗扑完就跑开了。他也

没看到狗的主人，也不认

识狗的品种。

事情发生后，小李就

在业主群里给物管人员反

映，还发了温馨提示的电

子版到群里。“但是群里的

物管人员没回应，也没有

养狗的业主出来回应。”小

李说小区发生大狗扑孩子

的事情，不是个例。

在小李给记者提供的

“绿地城文化群”里，记者

看到也有其他业主抱着四

个月大的孩子被大狗扑的

情况发生。而原因，就是

部分养大狗的业主不爱拴

狗绳子。

“我想让大家都来关

注小区养狗要牵绳这件

事，重视起来，所以言语中

才写得有些过激。”小李表

示，在他看来，要是普通的

“温馨提醒”根本不能引起

重视。所以和朋友小谢商

量后，决定打印出来，贴在

小区电梯的出入口处。

绿地小区目前接房开

始入住的楼栋一共有 16

栋，小李就打印了 16 张，

当晚就在每个楼栋都贴

上。“我想让养狗的业主出

来跟我沟通，我代表怕狗

的业主，所以留了电话。”

小李说，其实在留电话之

前他也犹豫了一下，怕被

骚扰。“不管好的坏的，我

都做好了心理准备。”

“铲屎官”的陈述：
怕狗可绕行，或去住别墅

因为小区内张贴告示要经过物管同意，

第二天物管工作人员看到小李的“温馨提

示”后就撕掉了。但小区出入口进出的人很

多，不少业主对小李写下的“温馨提示”拍了

照，发到小区群里，引起广泛关注。

时隔一天，小区的“铲屎官”们发出了一

篇长文，来怼小李言论中“将狗直接打死”的

观点。

23日下午，记者到达绿地城小区时，以

“铲屎官”名义发出的长文，已经被物管撕掉

了。记者只能从小区业主群聊天记录中得

知相关内容。

该长文讲了四个观点：一是针对当初开

发商承诺在小区规划出的遛狗用地，请物业

重视；二是对小李的言论做出回应，建议怕

狗人士主动避开狗绕行，若受不了有狗环

境，可考虑去住独栋别墅；三是希望大家不

要传播“大狗攻击性强”的言论；四是提醒部

分养狗业主文明养狗。同样这篇长文，也贴

在了每个小区楼栋里。

一篇“温馨提示”，一篇“铲屎官陈述”，

一时间在小区群里讨论开了。其间，小李也

接到过养狗业主的电话，有位养狗阿姨还在

电话里和他争论了几句。“她问我凭什么问

都不问要打死狗。”小李把通话记录拿出来

给记者看，“我是说再扑我娃儿的大狗，要是

大家都文明养狗，也就没这些问题了。”

小李告诉记者，在他发了“温馨提示”

后，除了接了几个养狗业主的电话外，他并

没有遭受骚扰。电话沟通，虽然没有达成一

致，但小李隐约感觉到，不少养狗业主其实

都意识到文明养狗、安全遛狗的必要。

围观邻居的圈注：
请“铲屎官”留下联系方式

在“铲屎官”发出长文的

当天，就有围观的邻居，在“铲

屎官”的长文中做了圈注，主

要是针对其“让人避让狗、受

不了住独栋”的观点。记者在

保留下的照片截图中看到，其

间的文字也充满着火药味。

这位邻居在上面写到“房

子是给人住的，不是给狗住

的”，以此来怼对方“考虑住别

墅”的观点；也强调了小李说

“打死狗”的前提是“再扑娃

儿”。最后还留言到，“请铲屎

官也留下电话。”

家住10栋的业主小雨告

诉记者，两个公告他都看了。

他认为两边的出发点都是一

样的，都不会想发生人受伤或

者狗受伤的事情发生，只是表

达的方式不一样。“大家也不

用太过激，养狗的拴上绳子，

怕狗的稍微避让，都是邻居，

大家都和谐点。”

当然也有觉得“铲屎官”

陈述中，让人避着狗走，让受

不了有狗环境的业主买别墅

的言论有些不合适。一位 8

栋业主刘女士有些生气：“养

狗的还理直气壮了，说人见到

狗绕行。”

作为文明养狗人士，出门

必套绳子的杨女士认为，后来

“铲屎官”发出的言论也没什

么大问题。“毕竟之前的温馨

提示，一棍子打死所有人，不

免误伤文明养狗的邻居？”

略显意外的结局：
小区“骂战”后，双方初现融洽

家住 5 栋的业主告诉记

者，在贴告示事件后，这两天

小区遛狗的业主，似乎也有意

识套了狗绳子。

今天傍晚，记者在该小区

走访也发现，遛狗的居民大都

给狗狗系了绳子。偶有没系

绳子的小狗狗，也都是紧跟主

人身边。甚至还有带着孩子

的邻居，和遛狗居民一起散

步，狗狗和小孩一起追逐打

闹。

“不熟悉的狗狗，和小孩

之间很容易没有安全感，狗狗

因为误判小孩的动作，很可能

伤害到孩子，但耍熟了，这个

风险是可控的。”刘先生是坚

定的护孩族，曾经也拒绝孩子

和狗狗接触，直到因为孩子喜

欢狗狗，他才尝试让小孩和熟

悉的狗狗接近。如今刘先生

也对小孩和狗狗玩耍持开放

态度，但前提是，狗狗和小孩

一定要很熟悉。

小区养狗业主，43 岁的

李玉兰告诉记者，她家养有一

只6岁的泰迪犬。狗狗虽小，

但她遛狗都习惯用牵引绳。

李玉兰证实，小区的确有一些

业主养狗没有用牵引绳，出现

过狗狗扑人的事件。“之前小

区有一些邻居对不文明养狗

的行为意见很大，带着情绪，

自然说话也比较难听。个别

养狗邻居的确自身做得不够

好，也开不起腔。”

李女士透露，此次骂战也

让养狗业主在微信群达成了

共识。不管狗狗大小，遛狗都

要戴牵引绳；不管狗狗大小

便，都要及时清理。李女士

说，“铲屎官和护孩族之间换

个位置坐，既然爱狗狗就做文

明养犬人，有句话叫狗狗不

乖，一定是主人没带好。”

（《重庆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