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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0点半之后才能遛狗”
拴错了管理的链子 □ 郭元鹏

大城市的犬只管理，一直是个热

议话题。近日，深圳一小区物业管理

处出了一则关于饲养宠物的通知，其

中一条提及：遛狗时间请在晚上10点

半以后。有养狗住户表示，她出门遛

狗都牵好狗绳，戴上嘴套，物业有什

么权利限制她自由出入。（8月16日

《都市晨报》）

随着养犬管理的深度化，制定的

规定也越来越精细。但是，“晚上 10

点半之后才能遛狗”这样的规定，还

是让人有了“脑洞跟不上了”的感

觉。笔者认为，“晚上 10 点半之后才

能遛狗”是拴错了管理的链子，把管

理的链子拴在了不该拴的地方。

合法养犬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有

问题的是养犬的扰民问题。从这个

角度看问题，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无论

是“ 喜 欢 养 犬 的 ”还 是“ 讨 厌 养 犬

的”，这两个群体本身不该是对立

方，只要“按照规矩来”，不出现犬只

扰民现象，小区就能是和谐的。我们

也需要这样的“不同群体之家的和谐

相处”。

那么，小区养犬的纠葛在什么地

方呢？很显然的是，养犬的纠葛在

于：其一，犬只造成的安全隐患；其

二，犬只造成的卫生问题，污染了小

区环境；其三，遛狗的人不按照规定

遛狗，容易惊吓到老人和孩子。

如此看来，对于犬只的管理应

该在安全、卫生、不扰民等方面做事

情。一个方面是，严格加强管理。也

就是说，要按照犬只管理的规定进行

落实。要限制养犬的数量，要限制养

犬的规模，要绝对禁止养殖大型犬、

烈性犬；另一个方面是，要给“养犬

的家庭”搞好服务，划定一个遛狗的

场地，这个场地要做到“遛狗方便”

又不“惊扰他人”。要提醒“养犬的

家庭”，外出遛狗牵好狗绳、戴上嘴

套，选择乘坐货梯，把对他人的潜在

隐患排除。

而“晚上 10 点半之后才能遛狗”

的做法显然是极端的。城市居民忙

忙碌碌，忙碌了一天，需要等到晚上

10点半才能带着犬只透透气，无疑是

强人所难了，也没有这个必要。假

如，“不拴狗绳”“粪便处处”“犬只乱

叫”，即便是晚上 12 点才能遛狗一样

是扰民。

半夜狗叫 王恒/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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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见制止餐饮浪费成为新常态
□王玉初非常道

IMF：今年全球房价涨为主流
45个国家和地区房价上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布的统计数字显

示，以去年第三季度为比较基准，全球实际房价指

数为167，创下2000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

63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有45个房价上升。菲律宾

房价涨幅最高，为20%，葡萄牙（10.5%）、拉脱维亚

（10.4%）也以两位数增长。德国（3.4%）、法国

（2.3%）、中国（2.3%）、美国（1.6%）、韩国（1.1%）、日

本（1.0%）的涨幅为个位数，意大利房价上涨0.1%，

英国（-0.6%）则为负数。分析指出，多个国家和地

区房价上涨主要是因为各央行大幅下调利率并采

取货币宽松政策，引发流动性增加。@央视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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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个懒腰给身体“续航”
伸懒腰时，人体胸腔器官对心、肺挤压，利

于心脏充分运动，使更多氧气能供给各个组织

器官；由于上体活动，能使更多含氧的血液供给

大脑，使人感到清醒舒适。伸懒腰时要使身体

尽量舒展，四肢要伸直，全身肌肉都要用力。伸

展时，尽量吸气；放松时，全身肌肉要松弛下来，

尽量呼气。 @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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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新型啃老”
尚待多方发力

□ 斯涵涵

近段时间，越

来越多的省级、市

级餐饮类协会、机

构加入到制止餐

饮 浪 费 的 队 列

中。与此同时，各

地密集公布了一

批制止机关食堂

餐饮浪费的实施细则。（8月16日澎

湃新闻）

人们的生活水平从温饱到全面

小康，从吃饱到吃好，但并不意味着

就可以大手大脚地铺张浪费。一碗

饭，一盘菜，皆来之不易。事实上，

我们的社会财富再丰富，也架不住

一张嘴无尽地挥霍浪费。无论是国

家大家庭，还是个人小家庭，都当继

续发扬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常思

饥时苦，不忘饿时忧，坚决制止餐饮

浪费。

制止餐饮浪费，要删繁就简。

中华饮食文化源远流长，但背后也

有着惊人的浪费。因为食材只选择

了最精华的部分，其他部分被弃之；

煎炸炖炒卤闷，花样繁多的厨艺背

后是餐饮成本的极大消耗；再加上

一道道菜的漫长烹饪过程，更需要

原料及燃料的大量支出。这些餐桌

上不见的浪费，是该改改了——不

妨从讲究色香味之繁，走向营养健

康之简。

制 止 餐 饮 浪 费 ，要 公 私 兼 顾 。

我们从来不怀疑机关食堂在落实上

级要求制止餐饮浪费时的决心和行

动力。从制定管理实施细则，到餐

桌饭菜品种及配给的改变，以及考

核奖励办法的施行，其行动迅速而

执行有效，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风向

标作用。同时，千家万户的家庭小

厨房，需要更加重视节俭之德。生

活在衣食无忧的年轻一代，有时甚

至有“花钱买我高兴”的想法，必须

予以纠正。

制止餐饮浪费，要持之以恒。行

政倡议，机关食堂响应，社会餐饮业

和家庭参与，制止餐饮浪费的行动必

定能在短时间内形成不小的声势和

影响力。做到一时节俭不浪费，并不

是特别难的事情，但难就难在把节俭

不浪费变成一种生活习惯，甚至是一

种下意识的行为。更何况，由俭入奢

易，由奢入俭难。当下，制止餐饮浪

费，需要来一次全民行动，持续升温

并长期保持。

总之，乐见制止餐饮浪费成为新

常态，让节约成为一种态度、一种新

时尚，一路倡议，一路响应，一步一步

向前进。

如今年轻人“啃老”已经成为见怪不怪的现

象。不同于人们印象中那些已成年且有谋生能

力，却赖在家里不工作，只靠父母供养的“啃老

族”，如今更普遍的“新型啃老”方式往往更“不

易察觉”。这些年轻人有工作，甚至有的还收入

颇丰，有的以尽孝的名义，小两口长期带着孩子

一起到父母家蹭吃蹭喝；还有的以工作忙为由，

当起“甩手掌柜”，把孩子全扔给老人养。“新型

啃老”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不少网友的热议。（8

月14日《中国青年报》）

我国已经进入老年化社会，保护老年人

权益、维护社会和谐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题中

之义。近些年来，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等省

都出台了地方法规，禁止啃老，从立法层面对

“啃老”加强约束。另一方面，随着民众权利

意识的觉醒以及法律、道德水平的提高，人们

对于各式各样的“啃老”有了更多的辨析能

力、自省与批判能力，不少人认为这是“看似

尽孝，实则坑爹，是新型不孝”，调查结果颇能

证明这一点。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古训亦难忘：家和

万事兴。这个家既包括老人与子女各自的小

家，也包括几代同堂、老少同乐的大家庭。我们

既不要“赵美兰”对“苏明成”式的溺爱无度，也

要减少、杜绝“苏明成”式的“陪伴式啃老”，纠

正好吃懒做、一味索取的“啃老”的不良习气，还

要帮父母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更丰富的养老

方式，相亲相爱又彼此尊重，相互扶持又彼此独

立，方能相处和谐，其乐融融。

而在社会层面，政府及社会组织要大力兴

建各类养老场所，积极发展社会化多元养老模

式，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和护理保险制度，提升

社会化养老的水平，用“智能养老”、互联网科

技满足老人们的聊天、护理、陪伴等多元需求，

减少老人们对子女的心理依赖，将子女从如何

为父母养老的忧虑中解放出来，让老龄化压力

转化成为科技进步、消费升级、文明进步的发

展驱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