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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社区管理成为“三不管地带”

□ 王继洋
据《钱江晚报》报道，最近两

天，杭州钱塘新区万亚金沙湖1
号的“堵车”视频刷爆杭州人的
朋友圈和微博——— 一辆黑色路
虎车严严实实地将一辆别克
GL8堵在车位里，并立下战书

“谁先挪走谁就是孙子”。随后，
物业公司动用叉车将被堵的别
克车挪出，双方“息战”。路虎车
主表示，“我这么做就是想说明
一件事，做任何事情都得讲理”。

其实从网上的舆论看，多数
人都支持路虎车主的做法，认为
就该这么较真——— 现实中不讲
道理的人太多，正是因为较真的
人太少了，息事宁人的结果就
是，越来越多的人没有了规则
意识。

这则新闻让我想起了前不
久发生在我同事身上的一件小
事——— 她的车在停车场被撞了，
被撞的原因让人哭笑不得：一辆
车没拉手刹，结果大风一刮，就
滑到了同事的车上。当时同事

急着要去参加一个活动，所以就
想走保险快速处理。结果给“肇
事车”的车主打电话，对方说在
外地，不方便赶来。同事决定报
案，结果对方很快就赶来了……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定损3000
元，“肇事车”全责。

按照同事的说法，只要对方
来把车挪掉，有个认错的态度，
就自己走保险处理算了。没想
到对方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
的错误，给别人增添了太多麻
烦，于是原本很简单的问题，就
复杂化了。

说这么个事情，是想说明，
很多时候，一些事情我们可以走

“正常途径”，但时间成本往往很
高，所以很多人会望而却步。比
如新闻中的路虎车主，他也知道
可以走“正常途径”处理，可是明
明是对方的错误，却要自己花费
太多的时间成本去处理，最后得
来的结果往往不过是对方把车
挪开就完事……不讲道理、破坏
规则的人屡屡笑到最后的示范
效应，只会让那些占用了别人时
间的人更加猖獗。

正是因为这样，才会出现路
虎车主怒堵别克车的闹剧。遗

憾的是，尽管路虎车主较真了，
物业公司还是出来变相给不讲
规则的别克车主撑了腰——— 动
用叉车将被堵的别克车挪出。
这事处理完，估计别克车主背后
偷笑：我的车是被别人挪走的，
谁是孙子？你看，有错在先的一
方，直到最后也没有得到任何实
质意义上的惩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
况？说到底，还是没有公权力
的介入。其实这类小区和其
他公共管理弱态区域的纠纷，
一直都处于“三不管”的尴尬
之中。更多的时候，像新闻中
那样用叉车挪车的物业公司
都很少，基本都不会管，毕竟，
一旦叉车把别克车弄坏了，会
让事情变得更加麻烦。

需要提醒的是，这类因为住
宅小区特别是老旧小区的停车
秩序及由此引发的纠纷，将来会
越来越多，如果不能制定相应规
则，加以引导和管理，事态的发
展将会超乎想象。要知道，无论
是停车场，还是社区，都属于公
共区域，在物业公司、社区居委
会没有执法权限的情况下，公权
力有必要也有义务介入。

这类因为住宅小区特别是老旧小区的停车秩序及由此引发的纠纷，将来会越来越
多，如果不能制定相应规则，加以引导和管理，事态的发展将会超乎想象。要知道，无
论是停车场，还是社区，都属于公共区域，在物业公司、社区居委会没有执法权限的情
况下，公权力有必要也有义务介入。

□ 兰笃
1分钟之内收到38个骚扰电话，广州

市民郭先生怒了！9月8日，不堪忍受密集
电话骚扰的郭先生驱车百余公里追踪骚
扰电话来源，一路追到了从化某楼盘销售
中心，在郭先生选择报警并前往派出所做
笔录之后，骚扰电话的源头再次变得模糊
不清、无迹可循：通过骚扰电话加了微信
的房产中介还在朋友圈不停刷着广告，派
出所警员则颇有些无奈地传授“来一个拉
黑一个”的应对之法。

像郭先生这样较真的骚扰电话“受害
者”并不多见，或者不是因为一分钟38个
骚扰电话的超规格“对待”，当事人也可
能、不至于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寻
找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骚扰电话呼出
方。更常见的做法，确实可能还是如派出
所警员传授的那样———“来一个拉黑一
个”，通过自我屏蔽的方式来减少个人遭
遇电话骚扰的频率。

回看郭先生受到电话骚扰、选择穷追
不舍但最后大概率也只是无疾而终的这
个过程，公众可能不难感同身受：日常生
活中，接到骚扰电话，习惯性地拒听或者
接起来后挂断，最多在手机上做一下骚扰
电话的标记……打骚扰电话的人究竟是
谁，他们从何种渠道、如何获取了我们的
个人信息，又都在为哪些产品做宣传，都
是无从得知的。

一场对骚扰电话的公民追击，在落地
对接警方报案、常规的笔录和调查后就杳
无音信了。客观而言，具体某个骚扰电话
给公民个人带来的权益侵害可能有限，也
并未牵出像“徐玉玉案”那样轰动全国的
电信诈骗犯罪，尚不足以触发更大规模的
执法应对。一般性的电话骚扰或不至于
涉及刑事犯罪，但却起码也是明白无误的
治安违法，有效的社会治理也不能就这样
任其肆无忌惮地逍遥法外。

公民遇到骚扰电话怎么办？对这一

问题的回答不乏报警求助、拿起法律武器
等内容，常在骚扰电话议题中出现的法律
规范包括《广告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但
一直缺乏系统化的专门立法。在《治安管
理处罚法》的规定中，能与骚扰电话挂钩
的处罚也颇为勉强，“多次发送淫秽、侮
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
活”会被处以拘留和罚款，但事实上骚扰
信息的发布主体一般处于无从查证的状
态，最终难免不了了之。

通过市民郭先生的按图索骥，公众或
许依然无法看到骚扰电话作恶者的真容，
却也清晰看到了线下负责对接的业务员
以及骚扰广告的实际受益者——— 地产销
售者，地产销售者显然对骚扰电话产业参
与甚多，而对执法部门并没有知无不言。
地产销售者与骚扰电话的线下中介对接
者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往来，不能简单地
带走问话了之。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正是骚扰
广告的实际受益方在不断为骚扰电话的
存在和壮大提供经济支持。2018年11月，
工信部印发《关于推进综合整治骚扰电话
专项行动的工作方案》，就点出了金融保
险、地产中介、零售推销等多个一直与骚
扰电话关系暧昧的行业。

靠公民个人的力量去追踪骚扰电话
的源头或许势单力薄，但监管部门实有必
要从广告受益方一头继续按图索骥，由公
安机关的受案材料、笔录入手，循着地产
中介的会计账目查找其广告推广的资金
流向，即便层层转包，也能最终寻到骚扰
信息的发布方，有针对性地给予处罚，真
正切断骚扰电话与骚扰广告需求之间的
利益联系。

骚扰电话是电信诈骗的温床和起点，
公民对骚扰电话的穷追不舍，不能因为损
失不大就一直这样无疾而终。不妨就从
对骚扰电话主要受益方的严密监管和调
查开始，切断骚扰电话的利益链！

不妨从受益方治理骚扰电话

新生军训嫌太苦，内心焦虑要复读。
如此挫折若败退，未来如何担重负？

绘画 陶小莫 配诗 王继洋

近日，重庆一名大一新生，因感觉大学军训太苦，加
上专业与想象中不一样，竟打退堂鼓想退学复读。当天，
在重庆西站的广场上，他与专程赶来劝他的家人发生了
激烈争吵，这一幕被附近巡逻的民警看到。随后，民警以
一名过来人的身份，对其进行一番分析和劝说，这名大学
生最终想明白了，决定安心返校读书。

据9月18日《重庆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