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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北京市民李昭（化名）的亲戚从外
地赶到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做手术，手术需要用
血，医生让家属在采血点献血400毫升。如果亲
属无法献血，也可以“想办法”——花2000元找
人代为献血400毫升。所谓代为献血，即有人在
这家三甲医院里发小卡片称可以“互助献血”，
如果有患者需要用血但家属又不能献血时，发
卡人可以找人代为献血，但要收取一定的费
用。《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北京、天
津的多家医院，都存在上述现象。

互助献血指的是亲友互助献血，是血液供
应紧张时采取的应急措施。实施此项政策的初
衷，在于在血液资源匮乏时，动员与患者有直
接关系的家人、亲戚、朋友、同事或有间接社会

关系的人员进行无偿献血，然后可以享受等量
的用血。互助献血对于弥补血荒，发挥了极为
重要的作用。

然而，互助献血在执行中逐渐变形走样，
被个别医院和血站变成强制，滋生出“不献血
就不手术”的潜规则，也成了“贩血”现象出现
的源头。以上述报道为例，危重病人做手术急
需用血，其家人又不符合互助献血条件，亲朋
好友也没人愿意献血，互助的基础已不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以“互助献血”的名义，
花钱找人献血，由此获得等量的用血，才能保
证手术正常进行。

原本的互助献血，本质上是无偿献血。而
花钱找人代为献血的“互助献血”，跟无偿献血

的初衷背离，正如相关方面的定性，属于非法
交易的“贩血”行为，扰乱了正常的献血秩序。
如此“互助献血”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有可
能导致不合格的血液流入市场，带来健康
隐患。

正因如此，原国家卫计委曾发文，要求各
地在 2018 年 3 月底前停止互助献血。如今，北
京、广东、四川、广西等多地均已取消互助献
血，但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禁而不止的现象。
不仅如此，从医院强制要求“互助献血”，到医
生暗示可以“想办法”，再到“血头”在医院附近
发小广告，为需求方组织献血并收取费用，再
到拿着献血证到医院实施手术，足见其间仍有
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对此，相关部门不能听

任之，而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开展专项整
治，让非法买卖血液等违法行为付出代价，如
此才能规范献血行为和市场秩序。

为病人寻求血源，解决紧急用血问题，应当
以责任回归为基础，把无偿献血作为解决之道。
为此，要加强无偿献血的宣传和推广，提高公民
对无偿献血的认识和参与度，让更多人支持无
偿献血事业，从而增加血液供应，其中，党员和
公务员应当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要进一步完善
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比如通过荣誉奖励，鼓励
更多人参与无偿献血，将无偿献血工作纳入精
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作为相关评选的重要条
件等。当无偿献血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和自觉行
动，非法交易式的“互助献血”就会没有市场。

5 月 29 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全市法院人身安全保护令工
作情况并发布典型案例。该法院在家事审判
中高度重视可能发生家庭暴力的苗头，拟在
全市推行反家庭暴力提示书工作机制，即在
易发生家庭暴力的案件立案时或审理中，向
当事人发送提示书，告知实施家庭暴力的违
法性及加害人的法律责任，并提示如果发生
家庭暴力事件，受害人可向有关部门求助，
注意保留证据，必要时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

自 2016 年 3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
庭暴力法》实施以来，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在
司法实践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绝大多数被
申请人在法院作出保护禁令后未申请复议，申

请人向法院申请执行保护令的情形也较为少
见。在法院依法发出保护令后，绝大多数被申
请人能够自觉遵守，不再实施家庭暴力。这意
味着，人身安全保护令对于家庭暴力受害者实
际起到了“隔离墙”和“保护网”的作用，而对于
家庭暴力加害者一方，则有力地发挥了震慑、
教育作用。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在反家暴过程中所
发挥的作用不容置疑，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一
些法院以及法官发现，对家庭暴力事件中的
受害者发布保护令，虽然最大限度地对受害
者起到了保护作用，但从性质上看，多少都属
于“亡羊补牢”。换言之，在法院的人身安全保
护令下发之前，家暴事件中的受害人已经遭
受到施暴者一次或多次伤害。那么作为法院，

能否把这种保护提前，变“亡羊补牢”为“未雨
绸缪”，在家暴发生之前就采取措施，避免家
暴的发生呢？这就是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准
备在全市推行反家庭暴力提示书工作机制的
原因。

该法院在平时关于家事案件审理过程中
发现，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与离婚案件关
联度较高。也就是说，当婚姻一方提出离婚之
后，往往容易引发另外一方的家庭暴力。而反
家庭暴力提示书，就是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
中，通过提前研判，对易发生家庭暴力的案件
在立案时或审理中，向当事人发送提示书，告
知实施家庭暴力的违法性及加害人的法律责
任，并提示如发生家庭暴力，受害人可向有关
部门求助，注意保留证据，必要时可向法院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是在已经发生家庭

暴力后，对受害人提供法律保护；而反家庭暴
力提示书，则是对可能会发生家庭暴力的婚姻
双方当事人发出提示。如此一来，一方面可以
对婚姻关系中可能实施家庭暴力的一方起到
警告、震慑作用，避免家庭暴力的发生；另一方
面，也可以对婚姻关系中可能被家庭暴力伤害
的一方起到提前告知的作用，以便对方在家庭
暴力发生后第一时间向外界求助，或者向法院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反家庭暴力，事前的“未雨绸缪”好于事后
的“亡羊补牢”，所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准备
推行的反家庭暴力提示书制度，是值得肯定和
期待的。

端午假期将至，有媒体记者综合多家在线
旅游平台的数据发现，今年端午假期，游客短
途游、周边游需求高涨。各类深度体验中国历
史文化的“新中式”旅行受到旅游平台年轻用
户的关注。热门的“新中式”旅行方式包括历史
博物馆参观、龙舟比赛体验、非遗文化体验、历
史文化景区打卡、汉服妆造体验等。

近年来，随着“国潮风”的兴起，“新中式”
旅行受到年轻人的喜爱，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民俗节庆等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端午
节假期较短，适合短途游、周边游，而且，时逢
传统佳节，许多景区都要举办丰富精彩的民俗
活动，诸如祭奠屈原、划龙舟、包粽子、喝雄黄
酒、缝制香袋等均具有典型的民俗特征，既能
让人体验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又可让

人享受富有地方特色的美食、美景，对年轻游
客的吸引力自然很大。

“新中式”旅行能够走红，反映出现代人对
精神家园的深切渴望。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
中，人们开始寻求心灵的栖息之地，渴望在繁
忙与喧嚣之外寻找到一种回归本真、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生活状态。而“新中式”旅行正好满足
了这种需求，它让人们在行走中体会“慢生
活”，在古今对话中找寻文化的根脉，实现精神
上的自我充实与超越。

与传统的观光旅游不同，“新中式”旅行的
魅力在于深入挖掘和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髓，通过融入现代流行元素，对古人生活
方式进行现代演绎，更注重游客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深度体验和互动参与。在旅途中，游

客可以亲手泡茶、挥毫泼墨、习练武术、古装扮
演等，从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
力，获得更加丰富的旅行体验，领略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

“新中式”旅行也展现出年轻人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他们不再满足于浮
光掠影式的观光，而是希望通过真实的体验和
互动，更深入地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年轻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已经超越
简单的了解和认知，而是乐在其中、享受于其
中。这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和追求，
彰显了年轻一代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社交媒体的兴起，更是为“新中式”旅行

的传播增添了诗意般的色彩。社交媒体进行
的文化传播和互动，进一步扩大了“新中式”
旅行的影响力，使其成为一种文化潮流。在虚
拟的网络世界里，年轻人分享着自己的“新中
式”旅行体验，仿佛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交
流，不仅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共鸣，也激发了
更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这种文化的共鸣与交融，正是“新中式”旅行
的最美风景。

当然，“新中式”旅行的流行也面临着一些
挑战，如何在商业化与娱乐化的浪潮中保持传
统文化的真实性和纯正性？如何在传承与创新
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些问题都需要各地深思，
不断探索和努力创新，推动“新中式”旅行绽放
更绚丽的光彩。

不提倡“左行右立”
有些文明观念需重塑

◎ 杨朝清

乘坐自动扶梯时你有右侧站立的习惯吗？
如果着急赶时间，你会在自动扶梯上走动甚至
奔跑吗？最近，有网友建议成都地铁提醒、引导
乘客乘坐自动扶梯时“左行右立”，但成都地铁
回应：这种做法不提倡！近年来，北京、上海、广
州、南京等多地都取消了“左行右立”倡议。据
专家介绍，在自动扶梯上右立，会导致扶梯左
右两边的受力不均衡，长期会导致扶梯出现安
全故障。

长期以来，乘坐自动扶梯时“左行右立”，
作为道德自律和文明自觉的产物，成为一种被
倡导、被认同并被遵循的行为。然而，伴随着人
们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不断深化，有些文明观念
需要重塑。

从表面看，“左行右立”有助于提高通行效
率，事实上，多方实验表明，扶梯双侧同时站人，
运输的人数更多、效率也更高。“左行右立”只是
方便了那些时间紧张或有事情需要紧急处理的
人，尤其是在上班高峰期，故而在赞成者看来，
乘客自觉“左行右立”体现了换位思考、将心比
心，主动礼让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文明自觉。

但更重要的是，“左行右立”会导致扶梯左
右两边的受力不均衡，潜伏着安全风险。一些
人心存侥幸，觉得不会那么凑巧就发生事故。
实际上，由自动扶梯引发的安全事故并不少，
不论是导致乘客摔倒，还是引发乘客踩踏，或
者加重电梯负担对电梯造成很大损害，“左行
右立”虽方便了少数人赶时间，却给大多数人
带来了风险隐患，这笔账并不划算。

伴随着社会变迁，一些文明观念需要与
时俱进。“左行右立”长期被视为一种行为规
范和文明礼仪，如今要改变，显然难以一蹴而
就，需要将“问题意识”与“过程意识”有机结
合起来——既要充分意识到“左行右立”存在
的隐患，做好足够的风险防范，也要给予公众
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去改变，但相关方面有必要
提醒乘客可能发生的意外。如果扶梯老旧或状
态监测发现可靠性下降，又不能进行及时更换
或升级改造，乘客选择“左行右立”明显存在安
全风险，就要果断坚决对“左行右立”说“不”。

让公众出行更有品质，显然需要安全秩序
与文明素养的有机结合。一方面，要继续优化
公共服务设施，让自动扶梯具有更好的安全性
能；另一方面，也要提醒和警示乘客“左行右
立”存在的安全隐患，做好未雨绸缪。只有双管
齐下，才能兼顾安全与文明。

搀扶跌倒老人受奖
让见义勇为“扩围”

◎ 许卫兵

一名老人酒后骑车摔倒，路过的南京小伙
杨帆主动上前帮扶，不料反遭老人及家属误
解，以为是杨帆将老人撞倒。视频在网上热传。
经过调查，南京警方确认杨帆不仅无责，还符
合新出台的《南京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专项奖励
办法》规定的相关情形。近日，杨帆收到了见义
勇为专项奖励金和鲜花。

南京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对杨帆实施奖励，
其“扶老人遭误解”一事终于得以圆满解决，人
们对此深感欣慰。惩恶扬善，这才是社会该有的
样子，表扬和奖励行善者，符合人们普遍的价值
认同和情感认同。具体到此事，实施奖励不仅肯
定了杨帆的善行，还是激励其继续行善的有力
举措。正因此，面对记者采访，杨帆说：“以后遇
到类似情况，该帮还会帮。”反过来，如果相关方
面对杨帆的善举不置可否、不闻不问，其再次遇
到跌倒老人时，是否还有帮扶的热情？

长期以来，面对跌倒老人，有的人心存顾
虑，担心被冤枉甚至被讹诈，让自己不仅徒增
烦恼，还陷入担责、赔偿纠纷。在这种顾虑下，
他们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面对老人跌倒，
袖手旁观，这不利于人们培育互助精神，救人
于危难。如果相关方面的认可、奖励能打消人
们“扶一扶”的顾虑，人们“该出手时就出手”就
有了更足的底气，对跌倒老人就会积极施救，
帮其脱离险境，避免扩大伤害。

搀扶跌倒老人，举手之劳。但南京相关方
面却郑重其事，给予奖励，原因之一还在于当
地对见义勇为规定的完善。今年 4 月，南京市
见义勇为基金会通过了《南京市见义勇为基金
会专项奖励办法》，该《办法》施行后，对达不到
见义勇为确认条件但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的，
根据事件情节及行为贡献大小酌情给予一定
奖励。这其实是扩大了见义勇为的奖励范围，
鼓励社会公众“帮一把”“扶一扶”。因此，杨帆
搀扶老人的善行虽小，但奖励有据可依，这让
更多人有了行善的热情。相反，如果没有完善
的规定，即便当地警方认定杨帆搀扶跌倒老人
无责，也无法对其颁发专项奖励金。

生活中，搀扶跌倒老人之类的善行并不少
见。然而，各地认定实施奖励或评定见义勇为的
标准不一，有的地方认定“门槛”较高，即使见义
勇为者实施了勇敢的救助行为，也难以根据规定
获得荣誉和奖金，这会打击见义勇为者的热情。

期待其他地方像南京一样，进一步完善见
义勇为规定，扩大见义勇为的奖励适用范围，
根据情节和贡献大小给予相应奖励，发现一
起，奖励一起。这样，积少成多，积小成大，社会
行善力量就会逐步壮大，行善就会成为人们普
遍追求的目标。

唾液、牛奶、蟑螂、苍蝇、蚊子、老鼠尾
巴、生猪肉、护手霜……这些毫不相干、有
的看上去还有点恶心的东西，竟然是最近
在中小学生中流行的“养臭水”配方：把这
些东西放进饮料瓶，观察变化、坐等“炸
开”，然后分享经验。有的“臭水”在教室里
炸开后，导致教学电脑损坏、教室在一段时
间臭得不能用，甚至还引起十几名同学恶
心呕吐。

对于中小学生热衷于“养臭水”，学校到
底该不该管？如果要管又该如何着手？相较
于此前流行的“盘手串”“打烟卡”等游戏，

“养臭水”的危害的确明显：发酵的“臭水”往
往会滋生大量细菌、病菌甚至病毒，存在较
大的卫生与健康隐患，医学专家说，有可能
引起中毒、影响呼吸功能、胃肠道不适、头晕
甚至损伤中枢神经等后果；在校园、教室等
场所爆炸的“臭水炸弹”，不仅可能伤及其他
同学的身体，如果波及电子教学设备还会造
成设备损坏。

可见，对于“养臭水”，学校不能听之任
之，必须进行相应的管理。但管理不该是简
单粗暴、“一刀切”地加以禁止，而是要在了
解学生热衷于“养臭水”的真正原因后，做出

有效引导。学校不妨组织学生举行辩论或研
讨，让大家从正反两方面陈述“养臭水”的利
弊，老师再有针对性地回应，解答孩子们的
疑惑，并通过科普形式让学生了解“养臭水”
的危害，让他们认识到“养臭水”的游戏并不
适合在校园进行。

此外也要注意到，不少“养臭水”的学生
认为自己是未来的化学家，“养臭水”的过程
是在观察一种化学反应。孩子们对科学技
术、化学奥秘的好奇，学校也应加以呵护。在
要求学生告别“养臭水”游戏之时，学校完全
可以在实验室等专业场所组织“养臭水”实
验，让感兴趣的学生参与其中，如此，不但能
打消学生私下“养臭水”的念头，也可让他们
保持对科学的探索欲和好奇心。这才是教育
的正确打开方式。

近年来，在中小学生群体中，新的游戏
层出不穷，有些甚至是成年人很难理解的游
戏。无论如何，都不应视校园中流行的新型
游戏为“洪水猛兽”，动辄封杀，而要站在孩
子们的角度予以更多的共情和包容。只要没
有或消除了安全隐患，不妨放手让孩子们多
去尝试，快乐的童年除了学习，也应该有更
多他们愿意并乐于参与的游戏。

花钱找人“互助献血”背离无偿献血初衷
◎ 唐伟

“反家暴提示书”是对家暴行为的提前震慑
◎ 苑广阔

“新中式”旅行走红彰显文化自信
◎ 江德斌

中小学生“养臭水”
堵不如疏

◎ 夏熊飞

近日，网红圈出现“小型地震”，多名百万级网红全平台账号被封号、禁言。网友总结，他们
有一个共同特点：频繁展示奢侈的生活方式。与之相对应的是，多个平台发布不良价值导向内
容专项治理公告，针对近期网络上出现的“奢靡浪费”“炫富拜金”等问题，各平台表示要从严打
击，倡导理性、文明的消费观和价值观。 王怀申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