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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手救了个火”这几个字
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道
理。它不仅仅是对一个行为的
简单描述，更是一种善行态度
的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类似的机会其实很多，只是
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些可以伸出
援手的机会。快递小哥陈鹏的
行为，恰恰提醒了我们，善行不
需要刻意安排，它就在我们的
日常中，等着我们去发现、去实
践，往往我们的“举手之劳”却
能温情这个社会，却能温柔这
个人间。

我们来看看这个“顺手”的
平凡和伟大。事情发生在5月
3 日 16 点 30 分，鄞州区朱雀新
村21幢附近聚焦了很多人。当
时，陈鹏正在取快递途中，听到
人群中有人喊“救火”。他抬头
一看，三楼一居民家的阳台着
火了，火苗往上蹿，一时间浓烟
滚滚。当时楼下聚集了很多

人，大多是老人，大家都有些不
知所措。见此情形，陈鹏立马
把快递车停在一边，想着攀爬
到三楼灭火。他动作灵活，直
接顺着防盗窗的栅栏从一楼爬
至三楼。就是这个“顺手”，让
这场火灾得以控制，挽救的不
仅是财产还可能是生命。

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有
着太多这样的“顺手的感动”：
有人落水了，路过的人“顺手
救了一个人”；有的摔倒了，路
过的人“顺手扶了一个人”；有
人遭遇了车祸，路过的人“顺
手送进了医院”；有人被歹徒
殴打了，路过的人“顺手出了
一 下 手 ”…… 这 些“ 举 手 之
劳”，这些“顺手而为”，恰恰是
最美好的“顺势而起”“应声而
起”。看似平凡的举动里，看
似平凡的善行里，孕育的是伟
大。这些平凡的英雄勾画出
了炫美的图画。

小小的“顺手”成就的是
平凡的英雄。在快节奏的都
市生活中，每个人都是忙碌
的，我们日复一日地奔波在自
己的小世界里，似乎忘记了停
下脚步，关注周围的环境和他
人。然而，就在这样的日常
里，总有一些人，他们的行为
让我们感到温暖，他们的故事
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
他们的善举成为我们生活中
的一抹亮色。宁波的这位快
递小哥就是这样的人，他的行
为虽然只是“顺手救了个火”，
但却在这个平凡中映射出了
人性的光辉。

“这样的事，谁碰到了都会
冲上去”，这句话反映了他内心
的自然反应和对社会责任感的
自觉担当，这种无私的精神是
值得每一个人学习的。“顺手救
了个火”，这个简单的行为背
后，是人性美好的彰显。

5月12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
调查》栏目曝光的“摩托车驾照速成班”作弊
产业链，引发广泛关注。

据报道，按照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
规定规定，驾驶摩托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
驾驶证，但市场上的一些驾培机构，公开打
出了“一天拿本”“包过保过”的旗号，公开招
揽学员。记者在山东、陕西、河北等地调查
发现，摩托车驾考“一天速成，四科保过”的
乱象不断出现，甚至有的地方形成了招生、
培训、考试“一条龙”的黑色产业链。

总台曝光的黑幕让人触目惊心。驾驶
摩托车，不仅关乎个人安危，更直接影响公
共安全。因此，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接
受严格规范的驾驶培训，是每一位摩托车
驾驶人上路前必须跨越的门槛。然而，可
怕的是，这一基础门槛竟被非法驾培机构
轻易践踏。

记者的暗访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切开
了这个隐藏在阳光下的暗疮，一些驾培机构
的种种作弊手段被一一揭露：从教练亲自上
阵协助作弊，到监考人员变身“枪手”代考，
再到跨省批量接送外地学员，一幕幕场景令
人瞠目结舌。“只要交钱就能拿本”，这不仅
是对法律尊严的蔑视，更是对公共安全赤裸
裸的挑衅。

那些“拿钱买证”驾驶人，可能连交通标
识标线都不懂，更不用说紧急情况下的应对
能力，一旦上路，无疑是一颗“定时炸弹”，随
时可能引发交通事故，给社会带来无法挽回
的损失，并直接危及公众生命安全。交通事
故频发，往往与这些“马路杀手”不无关系。

同时，这条黑色产业链的存在，严重扭
曲了摩托车驾驶证全国“一证通考”这一便
民惠民政策。2020 年，公安部推出这项政
策，原本是为了简化流程、方便群众，如今却
成了不法分子牟取暴利的工具，让国家的善
意政策蒙尘，也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

面对如此猖獗的作弊产业链，必须双
管齐下，既要出重拳打击，也要强化监管。
一方面，公安、交通等相关部门应迅速行
动，依据法律法规，对参与作弊的驾培机
构、教练员、监考人员以及背后的利益链进
行彻底清查，依法严惩，形成强大的震慑
力。同时，利用媒体曝光，提高公众对于此
问题的关注度和警惕性，营造全社会共同
监督的良好氛围。

另一方面，加强源头治理，堵塞制度漏
洞，是长久之计。监管部门应将摩托车驾照
培训与考试的每一个环节纳入常态化、精细
化管理，从培训内容的标准化、考核标准的
严格化，到考试流程的透明化，每一步都要
做到可追溯、可核查。此外，建立举报奖励
机制，鼓励内部人士及公众举报违规行为，
也是有效净化行业环境的重要途径。

总之，斩断黑色产业链，需要政府、行
业、社会等各方共同努力，既要有雷霆万钧
的执法力度，也要有细致入微的管理智慧，
更要有深入人心的安全意识教育。唯有如
此，才能让每一张摩托车驾照都承载着责
任与信任，让每一条道路都成为安全回家
的坦途。

公交车婚礼，很潮很浪漫，
也引来了“回头率颇高，赞叹声
一片”。

婚礼是否“出彩”，并不体
现在仪式的隆重、宴席的高档、
场面的富丽堂皇上，关键要办
得有意义、有价值。与“公交婚
礼”相比，眼下有些青年爱面
子、重攀比，再加上父母要风
光、求体面，不看自己的家底，
不想婚后的生活，硬着头皮在
婚礼上讲排场、重花样、比奢
靡，结果是在铺张浪费中弄得

“疲惫不堪”——苦了父母，累
了孩子，真是“婚前要面子，婚
后苦日子”。

结婚本是青年男女自己人
生中的大事，完全不必大操大
办做给别人来看！需要指出的

是，不一定新郎迎亲的高档轿
车排得越长，就代表对新娘爱
得越深；也不一定婚宴的酒席
摆得越多，甚至请的宾客连自
己都不认识，就预示着婚后的
生活一定美满幸福……“我的
婚礼我作主”，尤其是对现代青
年来讲，个性张扬、独立自主，
又何必要拘泥于传统的大摆宴
席、大搞仪式呢？须知，在婚礼
攀比的道路上是永远没有“赢
家”的！

青年是引风气之先的社会
力量。让低碳引领生活、滋润
生活，青年人更应带头树立社
会新风尚，从婚事新办开始。
这对95后新人的“公交婚礼”虽
很简朴，但绿色环保中透出的
浪漫和幸福令人羡慕，值得倡

导。正所谓“勿以善小而不
为”，构建低碳生活就应从这样
的点滴做起。

让公交婚礼来得更猛烈
些，关键是要消除“面子”文
化。一方面要通过大张旗鼓的
舆论宣传和媒体引导，在全社
会形成“成由勤俭败由奢”的良
好风尚，尤其是对婚礼新风新
事要给予“正能量”传递；另一
方面，要通过领导干部、公务员
等群体的带头示范，带动每个
青年人积极响应，从我做起、向
我看齐践行新风，让文明低碳
成为现代婚礼的新航标；再者，
公交、出租车等行业也应更多
地提供支持和便利，让青年男
女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低碳婚礼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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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公交车成为娶亲的“准婚车”
徐剑锋

“顺手救了个火”的善行更珍贵
郭元鹏 斩断摩托车

驾考作弊黑色产业链
陈广江

这两天，宁波一位快递小哥上央视了，一行人合力救火的视频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大
家都在为这位正能量小哥点赞。“我同事说在新闻上看到了我，我都不好意思了。这样的
事，谁碰到了都会冲上去！我只是顺手救了个火。”5月12日上午，记者采访这位快递小
哥陈鹏时，他反倒有些不好意思。

5月13日《宁波晚报》

5月12日，一辆喜庆的公交车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公交车的车头挂有大红蝴蝶
结，车窗上贴着红红的“囍”字，车身印有“我们结婚啦”“吾家有囍”以及新人的结婚照，车
厢内以国风双喜挂件为装饰，将接亲的仪式感拉满，既简约又不失喜庆，个性十足。

5月13日《宁波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