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汽车一定有责任呢？”这交警问得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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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进体验感
拓展文博场馆教育功能
凌波

“男护士越来越被认可”
价值实现要敢于不走寻常路
杨朝清

近日，“警民直通车-上海”发布
的交通事故处理视频在网络引发热
议。电动车驾驶人闯红灯左转撞上
正常直行的出租车，交警依据事实判
定电动车方全责，并直言“为什么汽
车一定有责任呢？”“不能因受伤就要
求对方担责”……这条视频收获数十
万点赞，折射出公众对交通事故责任
认定长期存在的集体焦虑。

5月12日橙杮互动

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实践中，
机动车“无过错担责”现象长期存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6 条虽明
确规定，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行
人违法且机动车已采取必要措施
的可减轻责任，但现实中，部分执
法者为快速化解矛盾、平衡双方利
益，常将“人道主义补偿”异化为

“无责赔偿”。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涉及非机

动车与机动车的交通事故诉讼中，机
动车一方无过错却承担10%-30%赔
偿责任的案例比比皆是。这种“惯
例”背后，既有传统文化中“同情弱
者”的思维定势，也暗含对保险制度
的路径依赖——部分人认为机动车
投保商业险，由其承担赔偿能简化纠
纷处理流程。然而，这种做法本质上
是对法治精神的背离，将法律的刚性
原则变成了弹性标尺。

这种看似“息事宁人”的处理方
式，实则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从
个体层面看，它挫伤了守法司机的规
则信仰。有调查显示，相当比例的车

主坦言因“无责担责”产生过逆反驾
驶心理；从社会层面观察，模糊的责
任边界助长了“碰瓷式维权”和“违规
零成本”心态。有数据表明，涉及非
机动车的交通事故中，因非机动车违
法导致的事故占比高达60%，其中闯
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尤为突出。更
深远的影响在于，这种处理方式消解
了法律权威。当法律底线被随意突
破，公众对规则的敬畏之心便会逐渐
瓦解。

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多方协同构
建更具温度的法治生态。在立法层
面，可借鉴德国《道路交通法》“优者
危险负担”原则，结合我国实际细化
不同情形下的责任划分标准，减少模
糊地带；在执法环节，应加强智能监
控、行车记录仪等技术手段的应用，
推广交通事故快速处理系统，压缩人
为裁量空间；在社会治理维度，需完
善非机动车、行人意外保险制度，通
过“政府引导+商业补充”模式构建
风险共担机制。同时，要强化法治宣
传教育，改变公众“弱者天然有理”认
知误区。

上海交警的秉公裁决，恰似法
治文明进程中的一记重锤。它提醒
我们：真正的公平，不是简单地向弱
者倾斜，而是让每个人为自己的选
择负责；真正的法治，既要守护人文
关怀，更要捍卫规则尊严。唯有让
每起事故的责任认定都经得起法律
与道义的双重审视，才能让道路上
的秩序之光，真正照亮社会文明的
进程。

昨日，2025年“5·18国际博物
馆日”宁波主会场活动正式启幕。宁
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与宁波中
国港口博物馆联手打造的“水下考古
在中国”2.0版展览，创新性地让观众
透过玻璃舷窗观摩沉船修复过程，将
专业考古变成大众可感的沉浸式剧
场。 5月12日《宁波日报》

过去，受限于物理空间和保护
需求，传统文博展览与观众多少存
在一些“距离感”。站在玻璃展柜
前，往往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一看，对
文物的魅力感受不深。近年来，不
少文博场馆大胆突破传统展柜的限
制，用更有吸引力的呈现手段，实现
古今互动，把“高冷”的文物变得“可
感、可玩、可互动”，不仅增强了观众
的沉浸感，更有效提升了知识传播
效率，让教育过程更加生动、更具感
染力。

宁波博物院的“东方的起点”联
展借助 AR 眼镜实现文物“开口说

话”，创下参观量新纪录；弥勒博物馆
的“和乐人间”展则用裸眼3D技术重
现敦煌壁画，2000 张手绘泥板在数
字技术的赋能下重获新生。展览通
过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为文旅场
景创新提供了全新范本。

作为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重
要载体，文博场馆肩负着向公众传播
知识、实现教育功能的重要作用。要
吸引大众特别是青少年，拉近与观众
的距离，文博场馆要打破固定“器物
罗列”的传统模式，通过形式创新，让
沉睡的文物“开口说话”，以激发观众
的学习兴趣和探索欲望，重塑观众的
参观体验，为教育功能的实现注入新
的活力。

从“陈列场馆”到“育人课堂”，文
博场馆的美好愿景是以文育人，实现

“让文物活起来，让文脉传下去”的目
标。越来越多的宁波文博场馆推出
沉浸式展示，是文博场馆面向大众更
好展示的一种探索，为宁波人在“家
门口”读历史多了一个载体。

无影灯下9年的守护，让宁波
市鄞州区第二医院护士董麟浩对
职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有一次，
一名女性患者刚被推进手术室，看
见董麟浩在做准备工作，她情绪就
激动了起来，强烈要求换一名女护
士。为了确保手术顺利进行，董麟
浩退出了手术室。“不过好在，现在
男护士越来越被大家认可。”董麟
浩笑着说。 5月12日潮新闻

伴随着社会变迁，突破固化思
维的男护士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包
容乃至认同欣赏。不论是“护士兄
弟”，还是“男助产士”，从“被嫌弃”
到“被夸赞”，从“被拒绝”到“被点
名”，男护士职场境遇的变化既需要
通过自身出色的角色扮演来“发挥
作用，实现价值，赢得尊重”，也离不
开公众观念的重塑与更新。

在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精
细化的当下，一些约定俗成、心照
不宣的“潜规则”逐渐被打破；不少
女性干着一些原本被认为是“男人
干的活”，一些男性也做了一些原
本被认为是“女人做的事情”。男
性进入护理行业并不是抢了女性
的饭碗，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比较
优势，满足差异化、个性化的医疗
需要。

情绪性的先入为主，部分人建
构了一道人为的藩篱，让男护士这
一职业选择一度被戴上“有色眼
镜”。有些人对男护士不以为然甚
至嗤之以鼻，既有信息不对称的因

素，也有利用自上而下的歧视来建
立优越感和身份认同的因素——有
些人热衷贬低他人，实际上就是为
了抬高自己，以此来显示自己比别
人高明、比别人更有能力与本事。

男医生常见，男护士却很少
见，为何？在不少人的刻板印象
中，医生是体面、光鲜的社会精英，
护士则是伺候人、低人一等的护理
人员。在与服务对象及其家属社
会互动的过程中，男性护理人员也
难免要“受气”。为了避免被他人
贴上负面的标签、被赋予某种不光
彩的色彩，一些男性宁可从事其他
收入更低的行业，也不愿意成为

“护士先生”。
在一个流动、开放、融合、共享

的时代里，很多行业都需要男女共
舞，而不是单一性别的“一枝独
秀”。一方面，要提升男护士的薪
酬待遇、拓展男护士的发展空间，
让他们同样拥有“人生出彩”的渠
道；另一方面，全社会要转变观念，
给予男护士更多的尊重、信任和社
会认同。只有多管齐下，男护士才
会越来越多。

就业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
具有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秉持专
业主义和职业伦理的男护士，并不会
损伤女性包括产妇的隐私、权利与尊
严。不因性别而自我设限，努力成为
自己最好的作品，男护士大有可为。

“男护士越来越被认可”犹如一面镜
子，鼓舞和激励更多年轻人在职业
选择的时候要勇于不走寻常路。

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厨师、外卖员、护工、月嫂等从业人员，每
年都至少要进行一次相关传染病的筛查，并办理健康证，才可以上岗工
作。但在一些地方，办理健康证的体检过程中，存在种种违规情况，规章
制度形同虚设。比如，“健康证”体检项目缩水，54分钟速成。

5月12日央视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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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证
“不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