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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三五”以来基础教育改革发
展有关情况。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俞伟跃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对
于杜绝将学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这个问题，教育部的态度是一贯的、坚决
的。对于违反有关规定，特别是布置惩罚性作业、要求家长完成或批改作
业等明令禁止的行为，发现一起，严处一起，切实建立起有利于减轻学生过
重课业负担，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良好教育生态。

据12月10日《经济日报》

□ 胡建兵
近日，重庆市城市管

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对
“车窗抛物”的刘丹（化名）
作出50元的行政处罚，这
是自2020重庆市“车窗抛
物”专项整治行动启动以
来开出的首张罚单。自
2020重庆市“车窗抛物”专
项整治行动启动以来，全
市共接到车窗抛物的举报
线索350条，城管部门和公
安部门对这些举报线索进
行仔细核实，一旦查实，对
相关责任人进行行政处
罚，对举报者进行奖励。
（12月10日《工人日报》）

天上掉“馅饼”通常只
是调侃，不能当真。“车窗
抛物”却是实实在在的社
会问题，不仅影响城市形
象，还严重影响交通安全。
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400
人因“车窗抛物”致死，由
此引发的交通事故更是不
计其数。此外，在环卫工
人被撞事件中，30%以上的
事故是因清理“车窗抛物”
而引起的。“车窗抛物”脏
了城市，丢了文明，这不仅
是一种道德的失范，更是
一种致命的陋习。

目前，查处“车窗抛物”
主要是靠民众举报，“车窗
抛物”一般是在车辆行驶
过程中出现，普通市民没
有专业设备，只能用自己
的手机等进行拍摄。不管

是谁，不可能举着手机一直
盯着前面或左右的车辆去
拍摄；就算整天举着手机
盯着别的车辆拍摄，能拍
到的概率也是相当低的。

“车窗抛物”是不定
时、不定点发生的。重庆
城市管理部门设立“车窗
抛物”违法行为举报平台，
市民可通过举报信箱等进
行投诉反映（举报时需提
供车辆的违法时间、地点、
背景参照物及车辆号牌等
信息，案例视频需连续完
整 ，反 映 违 法 行 为 全 过
程），经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部门和公安部门核实后，
对提供真实有效线索的市
民，按50元/例予以奖励。
这种靠民众举报的做法是
不太现实的。试想，后车
发现前车向窗外抛物，等
到拿出手机想拍摄时已晚
了。而且，后车司机想拍
摄，手忙脚乱，一手开车，
一手拍摄，就会分散驾驶
精力，不仅是交通违法行
为，还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就
算行人在行走过程中对

“车窗抛物”进行监督，同
样会影响别人行走。因
此，单纯依靠民众举报“车
窗抛物”不现实。

查处“车窗抛物”主要
靠民众举报，是对资源的
极大浪费。有关部门收到
群众举报后，还要依照民

众提供涉事车主的相关信
息，要一条条地进行核实、
回复、奖励，肯定会花费大
量的人力物力；一旦不给
市民回复或解释不清，就
有可能会引发矛盾。前几
年，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
委员会开展过“有奖举报

‘车窗抛物’活动”，市民杨
某向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
委员会举报了2929起车窗
抛物，结果只收到武汉市
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的一
次信访回复。杨某一怒之
下，把武汉市城市管理执
法委员会诉至法庭。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六十六条规定：乘车
人不得携带易燃易爆等危
险物品，不得向车外抛洒物
品，不得有影响驾驶人安全
驾驶的行为。有关部门通
过“有奖举报”整治“车窗
抛物”，确实能对一些不文
明的人有威慑作用。但不
是只要采取“有奖举报”这
个办法一切都完事了，这
种做法还有待完善。现在
科技这么发达，各条道路
上都有摄像头，在鼓励民
众举报“车窗抛物”的同
时，有关部门应该集中更
多的人力、精力和财力等
通过道路监控设备发现

“车窗抛物”，用新的观念、
新的科技手段管理“车窗
抛物”，不断适应时代的要
求，让民众安全出行。

整治“车窗抛物”不能光靠民众举报
在鼓励民众举报“车窗抛物”的同时，有关部门应该集中更多的人

力、精力和财力等通过道路监控设备发现“车窗抛物”，用新的观念、新的
科技手段管理“车窗抛物”，不断适应时代的要求，让民众安全出行。

□ 贾亮
12月9日，成都20岁确

诊女子个人信息在网络流
传事件有了初步结果。成
都警方通报，泄露信息的
男子王某已被依法行政处
罚。这起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的网暴事件，再一次提
醒公众，在公共场合不仅
要坚守防护病毒意识，保
护确诊病例的隐私，而且
应该成为共识。

12月8日，成都公布了
新增3例确诊病例活动的
轨迹，这本是疫情防控工
作的常规操作。因为患者
赵某是前一天确诊病例的
孙女，很快，“成都确诊病
例孙女”的词条登上热搜。
由于赵某活动轨迹牵涉酒
吧等场地，一张具体到时
间、地点的赵某活动轨迹
图随后在网络热传。赵某
的 私 人 信 息 更 遭 到“人
肉”，姓名、身份证号等信
息一一公布，甚至还有网
友对女孩的私生活和长相
进行攻击。

王某无法治意识、无道
德观念，散布他人隐私，已
经受到法律的惩治。值得
警惕的是，除王某之外，有
那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加

入到网暴之中，有的跟风吐
槽，有的随手转发，更有不
少网友以抗疫的名义，仅
凭主观臆断就挥舞道德大
棒，认为赵某传播疫情，或
冷嘲热讽或编造段子搞人
身攻击，以致确诊女孩被
迫发文道歉。其实，这名
确诊女孩本是新冠肺炎疫
情的受害者，虽然她是前
一天确诊病例的孙女，但
她去酒吧等地之前并不知
情，也没有主动传播病毒
的故意，而且在流调过程
中积极配合，完整准确地
提供了行动轨迹，为重点
人群的甄别和接下来的精
准防控打下了基础。从道
歉中不难看出她的委屈：

“我看到网络上有关于我
的流言蜚语，很多是对我和
我家人的诽谤和谩骂，我实
在不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
多人攻击我。”

任何一名确诊患者，
首先应该得到公众的同情
和扶助，不应该成为网络
暴力的对象。对女孩“人
肉搜索”，进行无端谩骂和
恶意揣测，是赤裸裸的二
次伤害。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我们共同的敌人只有
一个，那就是病毒。在确

诊病例发生地进入战时状
态，各个部门和所有人员
严阵以待控制疫情的关键
时刻，把矛头对准确诊病
例，在网上胡言乱语，是对
确诊者合法权利的侵犯，
更 不 利 于 疫 情 防 控 的
大局。

对于确诊病例的相关
信息，疫情防控部门都及
时予以通报，不会有任何
隐瞒。部分网友不能反应
过度，更不能意气用事、随
意发泄。想获知更多疫情
防控信息不是对他人进行

“人肉搜索”的理由，自己
不安和恐慌更不能是借由
网络攻击伤害他人的借
口。谁都不想成为新冠病
毒的受害者、网络暴力的
受害者，那么，坚决制止网
络暴力，营造良好的疫情
防控氛围，就应该是每个
人的责任。

疫情防控已经进入常
态化，零星的病例还会不
时发生。无论是相关机
构，还是普遍公民，都应该
注意保护患者隐私，守住
信息保护的红线。假借防
疫之名，泄露患者隐私，网
暴确诊病例，这样的事件
不能再发生。

确诊患者不该再受网暴伤害

批改作业瞪大眼，
家长有苦不敢言。
本是教师分内事，
职业规范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