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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冷评

整治代驾乱象，首先应明确监管主体

这几年，随着市民“喝酒不开车”意识

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车主习惯酒后找代驾

服务。但是，代驾行业在高速发展的同

时，乱象也随之而来：入行门槛低，“黑代

驾”频现，胡乱要价，司机权益无保障等问

题越来越突出。家住济南市历下区的市

民张洁就有叫到黑代驾的经历：11公里的

路程，预估价格在 55 元左右，代驾竟收了

她159块钱，用户想回头联系维权，发现电

话竟然打不通。（8月21日《齐鲁晚报》）

对于代驾行业的乱象，媒体早有报

道，除了资质不全、漫天要价、临时加价，

甚至还存在违规代驾甚至醉酒代驾、肇事

逃逸等情形。代驾乱象不是一个地方的

问题，而是整个行业的问题。

代驾乱象，一方面，会给车主增添不同

程度的代价，对减少酒驾、醉驾极为不利。

我国实行“醉驾入刑”已有10个年头，广大

驾驶员基本形成“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的共识，酒后找代驾已成他们的普遍消费习

惯。可是，当代驾漫天要价，成为坑人的代

名词，甚至做出侵害女性、盗窃等行为，让车

主付出较大的代价，无疑会降低他们酒后找

代驾的意愿，导致酒驾乃至醉驾抬头。

另一方面，代驾本是减少交通事故、

酒驾醉驾的产物，却出现违规代驾、野蛮

驾驶甚至醉酒代驾的从业者，就完全背离

了减少交通事故和酒驾醉驾的初衷。有

关机构曾统计，近两年与代驾有关的案例

明显上升，涉及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精神

损害等，还有肇事逃逸的案例。可见，代

驾乱象危害的不仅是代驾服务对象，也在

对公共交通安全制造新的代价。这几年，

因代驾发生交通事故而引起的责任认定

纠纷越来越多，同样让一些车主苦不堪

言，难以维护自身权利。

整治代驾乱象首先应明确监管主体。

尽管现有法律法规对此并未作出规定，但交

管部门成为监管主体是合适的，代驾驾驶的

虽是非营运车辆，却涉及营运交易，还直接

与驾乘安全相连。同时，要出台相应法规规

章，提高代驾公司和司机的准入门槛，明确

车主、代驾公司、司机的权责关系，明确对违

规的代驾公司和司机的处罚手段。

■ 李秀荣

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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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成就大事
细节成就完美

能把细节处理好的人，往往做事

靠谱，与人相处也会更顾及他人的感

受。好的人品，是一生的财富；能得真

心，是一生的幸运。但请一定记得，要

先有好人品，然后才会有好人缘。能

在细微处真正为他人着想的人，人品

一般不会差，真心也不会假。

@人民日报

“救命神器”配置后要让公众会用敢用
■ 沈峰

事乱炖时

记者 8 月 19 日采访获悉，珠海市香洲

区湾仔街道近期投入 21 万余元，在富兴社

区南联大舞台、湾仔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湾仔市场、湾仔文化站篮球场、湾仔小

学周边等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场合配置了12

台AED，实现辖区6个社区全覆盖，搭建了

全街道的 AED 应急救援中心。据悉，这是

香洲区首个 AED 社区全覆盖的镇街(8月

20日《珠江晚报》)。

近年来，因心脏骤停导致心源性猝死

的悲剧时有发生。而心脏除颤器（简称为

“AED”），是临床上广泛使用的抢救设备之

一，它用脉冲电流作用于心脏，实施电击治

疗，消除心率失常，使心脏恢复窦性心律，

具有疗效高、作用快、操作简便以及与药物

相比较为安全等优点。珠海市香洲区湾仔

街道实现 AED 社区全覆盖，对于呵护居民

群众健康有着积极意义。

然而，据媒体调查发现，公众对AED的

认知水平不高，不会使用、不敢使用的情况

普遍存在。

就此而言，珠海市香洲区湾

仔街道在公共场合配置 12 台

AED的同时，街道应急管理办还

开展了心肺复苏 CPR+心脏除

颤AED急救知识培训，通过理论

PPT、视频、互动体验式教学，对

街道职工、辖区居民普及心肺复

苏基础知识、现场心肺复苏的程

序及操作技术、AED使用步骤和

注意事项，这是非常值得推崇的。

从现实需要来看，急救应该

成为每个人基本的生活常识和

生存技能。这就要加大对普通

公民的急救知识技能培训，提升

健康素养。在发达国家，接受过基本急救

技术培训的民众被称为“第一急救员”。因

为不管任何意外发生，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不

一定是医护人员，可能是市民。危急时刻单

纯等待医疗救护人员到场施救，很可能会使

伤病人员失去救治的希望。

另外，不仅要让更多民众懂得急救知

识，会使用AED等急救设备，更重要的是要

培养公民急救他人的意识，只有勇于担当，

挺身相助，应急救护技能才不会白学，才能

呵护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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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手机病”，需要养成好习惯
■ 江德斌

随着手机的普及率

越来越高，人们对手机

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

高。手机像一把双刃

剑，在提供生活便利的

同时，过度使用也会给

我们的身体带来问题。

网上衍生出的新名词“手机病”，指的就是

由于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引发的一系列健康

问题，包括肢体、视力的损害以及对大脑和

心理的不良影响。（8月22日《光明日报》）

由于手机的用途极为广泛，高度渗透

于工作与生活之中，几乎成了人们的外部

“器官”。调查显示，74%的参与者表示自己

手机不离手，随时随地会玩手机，80%的参

与者表示手机给自己带来了健康问题。而

现代人患上了“手机病”，既有外在因素，譬

如APP中的内容诱惑，也有内在因素，如自

制力差、健康意识不强等。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和 APP

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服务，提高了工

作效率，丰富了生活，改变了社会形态，使

得用户无法长时间远离手机，甚至深深困

入其中。很多网友认为已经被手机“绑架”

了，有时候忘带手机，就各种不方便，诸如

工作断线，不能支付购物，无法扫码乘车，

联系不到人等，感觉被全世界抛弃了，拿到

手机后才安心。

显然，即便用户被手机高度“绑架”，也

不在“断舍离”的范围之内，仍然迫于工作

与生活所需，要继续深度使用手机。不

过，使用手机时间过长，也给用户健康带

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视力下降、晚睡、精

神健康出现问题、颈椎腰椎受损等。可

见，手机是智能化时代的工具，给我们带

来很多便利，关键是要养成好习惯，学会

合理利用手机，善用 APP，规划好时间，不

要过度沉迷其中，避免过犹不及，给健康

造成负面影响。

一句话，手机虽是好东西，但不能过度

使用，也不能养成坏习惯。用户在使用手

机时，要做到定时、定量，比如玩20 分钟后

就休息下眼睛，还应保持良好、规律的作

息，学会随时放下手机，多运动，积极参与

线下活动，保持正常社交关系等。如此，将

手机真正当成工具来用，不过度依赖手机，

也就不会沉迷于虚拟社会，减少对身体健

康的伤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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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睡1小时可缓解秋乏

出伏后，天气变干燥，易导致秋乏

秋燥，昼夜温差变大，感冒患者也随之

增多，尤其是抵抗力较低的老年人更

要格外注意。医生提醒：①避免吃寒

凉瓜果，以防腹泻；②及时增减衣物；

③运动以平缓为主；④可以早 1 小时

睡觉，以缓解秋乏。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