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相杂谈

“广场舞扰民案”提醒市民文化的边界

近日，中国大妈的广场舞音响扰民

问题，惊动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警察。据

美国《侨报》报道称，日前一支华人舞蹈

队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排练时，

遭到附近居民的多次报警，前来的警员

将领队王女士铐起来并开传票，王女士6

日出庭应诉。（8月8日《深圳晚报》）

发生在纽约的“广场舞扰民案”，很

快惊动了对广场舞乐此不疲的众多国

人。在公园里跳舞健身在国内早已呈现

出“燎原之势”，在美国纽约，怎么刚刚

“星星点灯”就变成违法的了？对此，许

多人认为这是地域文化或者是不同文明

之间的冲突。然而，对于这种观点，笔者

并不以为然——广场舞固然是当下社会

不可或缺的市民文化，但市民文化当有

边界，当有对别人的尊重。

这个边界，从道德层面讲，要尊重别

人，尤其是要尊重别人的视觉和听觉，而

从法律角度讲，则不应该达到“噪音污

染”的地步。而在法治较健全、市民更为

自我的美国社会，传来“广场舞扰民案”，

恰恰给我们提了这样一个醒。事实上，

不只是美国，我国对于“扰民”也有法律

规定。因此，对于广场舞，我们必须要明

白这样一个道理——不是跳的人多了，

你就不扰民了。

再说一说我个人的一点感受。对于

广场舞，只要在合理的空间和时间范围

内，我并不排斥。我几乎每天晚上，都领

着不到两岁的女儿到广场上去看别人跳

舞，看到女儿学他们跳舞的样子，我也非

常高兴。可是，有一次在坐公共汽车时，

一位 50 岁左右的大叔，便拿出了自己的

MP3 播放器，非常淡定自若的在公共汽

车上放起了《最炫民族风》。而没过几分

钟，便有人对这位大叔提出了抗议。我

想这便是市民文化的边界——既要有时

间意识，也要有地点意识。

王传涛

热点冷评

汪昌莲

保障房“不保障”，问题出在哪？

星报时评信箱：xbxy2010@126.com02 星眼 2013年8月9日星期五
编辑王震 | 组版李静 | 校对夏君

刷
二
维
码
，
加
星
报

微
信
，资
讯
就
在
身
边
。

头条评论

孙曙峦

山东1.29万套，海南9000多套，广东

1.15 万套，云南 2.3 万套……近日多个省

份审计结果暴露出保障房空置尴尬。一

边是中低收入群体期盼早日实现“安居

梦”，一边是大量保障房空置“遇冷”窘

境。（8月8日《新京报》）

按理说，在房价高企、一房难求的当

下，保障房理应受到民众尤其是低收入

群体的热烈欢迎才对。但可惜的是，在

全国各地，保障房“有房无人”的现象相

当普遍。究其原因，不是民众不需要保

障房，而是保障房不能满足民众的生活

需求。毕竟，房子不仅决定一个家庭的

居住质量，还决定一个家庭的生活质量，

就业、上学、求医、购物……所有这一切，

都和住房密切相关，若是房子偏僻、缺乏

相应的配套设施，谁还愿意入住呢？

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保障房本身

还存在质量问题。海南省审计厅对保障

性安居工程审计发现，全省有 24 个项目

存在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现象等，其中有

770套住房出现墙体开裂、顶棚渗水等影

响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质量缺陷。不

用说，这样的房子没有人愿住也没有人

敢住，空置是必然的。此外还有一点值

得注意，许多保障房小区缺乏必要的物

业管理，生活环境很差，让人不愿入住。

由此可见，导致保障房不“保障”的

根本原因，就在于保障房的品质太差。

这种品质，不仅包括保障房本身的建筑

质量，还包括保障房的地理位置、配套

设置、物业管理等诸多因素。既然品质

太差无法满足民众的生活需求，保障房

被人冷落也就不足为奇。再进一步追

究我们就会发现，保障房的品质之所以

达不到民众的要求，主要在于有关部门

建房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而

不是满足低收入群体的实际需求。这

种做法，既是对财政的浪费，亦是对民

生的糟蹋。

面对保障房“不保障”的现状，但愿

有关部门能够拿出实际行动，彻底解决

保障房位置偏僻、环境不好、配套设施不

齐全等问题，让保障房真正担负起保障

民生的使命。

河南新郑市 72 岁的环卫工靳春波死

后，环卫工在高温状态的保障再次引发关

注，而相关部门也随之采取了措施——将

环卫工下午上班时间推延至 4 点。特别

是，为防止意外发生，目前新郑市城市管理

局环卫处已经辞退了7名70岁以上的环卫

工。（8月8日《东方今报》）

即便是环卫老人去世与年龄没有必然

联系，环卫系统大量招收 70 岁以上老人，

甚至成为“老年敢死队”，也值得环卫部门

反思：当初在招聘环卫工时，为何不考虑年

龄因素，甚至设置一个年龄门槛呢？

越是环卫工工作时间长，工作累，越是

要对年龄和身体状况提出严格要求。否

则，既然聘用了老人，就应该给予他们特别

的关照。再者，环卫工的工作环境和生活

条件普遍比较差，社会在给予他们足够尊

敬的同时，也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

因此，劝退环卫老人，不如推进制度保

障。首先，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应读懂他

们的辛苦，并在改善他们的工作及生活条

件上给予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节假日，

应足额兑现他们的加班工资。对于环卫工

来说，工作时限长，劳动强度大，活儿又脏

又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劳动报酬

应与之成正比，要知道，提高工资待遇，就

是对环卫工最好的关爱和尊重。

劝退环卫老人
不如推进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