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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刊登的!冷了"小白#为

你送毯$ 后% 心里感到暖洋洋

的% 这是因为文化广场推出的

微信服务号&小白#为观众们提

供了人性化的温馨服务'我想%

如果其他的影剧院也像文化广

场这样推出"小白(的话%那观

众们在看电影) 看戏剧或者观

看音乐会时% 都会享受温馨的

服务% 这样也能吸引到更多的

观众进入影剧院'

———读者 陈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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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见解

多些!小白"

多些温馨

! ! ! ! !月 "#日，本报关于治理违法
停车的报道《驾驶员坐车内也会吃
违停罚单》引发市民关注。在这座机
动车保有量突破 $%%万辆的都市，
停车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话题。读
者们认为，对于乱停车的严格执法
是必须的，但面对已经存在和仍在
不断增长的私家车，还是要找到公
共交通与私车使用的平衡。

危及安全要严管
网友 &'()*+,-)认为，一座城市

的富有与先进，不是看它拥有多少
辆的豪车，盖有多少摩天的大厦，而
是那里的生活秩序井然有条，诚信
与守纪成为了一种原原本本的真实
感受与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治

理乱停车，是一个城市文明的体现。
“现在有的车甚至停在公共汽

车站内，使公交车进出站、乘客上下
车，都只能在主路上，不仅对乘客的
人身安全造成隐患，同时也严重影
响主路正常通行的车辆。”市民徐先
生认为，对于这一类的违法乱停车
一定要严管。
市民岳先生回忆起前不久遇到

的一件不愉快的事。“当时路过一个
广场，上面有表演，很多人围观。一
辆小轿车缓缓小转，停在斑马线
上。我以为他要下客，就继续等绿
灯，没想到驾驶员也下来了，锁了车
一起跑去看广场上的表演了。我当
时就怒了！”岳先生说，这辆车乱停，
右转车要避让，走斑马线的人也要
避让。“这素质，车子挺闪挺漂亮的，
怎么做人就这么差劲呢？”
网友 &灰灰说，现在乱停车的

确猖獗，有次去机场，结果发现一溜车

居然靠边停在高架上。“出租车司机告
诉我，那些都是等着接人的，但不肯花
钱停到车库里去。我当时就想了，这点
钱也不愿意花，还开什么车呢？”
网友“未来在昨天等你”也有类

似观点。她认为，现在有些地方的确
存在停车难，但在大多数时候，大量
的乱停车还是图方便造成的。“明明
有车库，但因为要多走几步要多花点
钱，就是不愿意停。所以我觉得要区
别对待，对于这种人，就要严罚。”

刚需很大如何破
市民于洋说，现在车的确多，停

车需求也的确大，小区里面每天都
停满，晚了回去根本没地方停，有时
候绕场几周也找不到车位，只能停
在小区外面的路上。“心惊胆战，每
天定了闹钟爬起来，赶在交警前面
把车开回来。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
还是要想办法解决。”他说。“听说国

外也有很多人买了车但不太开，都
搭乘公共交通，但不开也要有地方
停吧。还是要多开发点立体车库，还
有就是把买车和买车位捆绑起来。”

网友 &笑风对于“电子警察”
抓拍违法停车表示支持，但他同时
指出，现在既然科技发达了，“互联
网.”也很火，怎么就不能找到破解
停车难的办法呢？“比如错时停车，
应该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需求。”

市民李璐认为，现在乱停车，根
源还是公共交通不方便，公交和私车
的衔接也不完善，而且公共交通的体
验也不够好，每天挤车都让人筋疲力
尽。“如果让每个人都可以很便捷、很
体面、很舒适地搭乘公共交通，停车
难的问题就不会成为问题。”因此他
认为，做好城市规划和公共交通的配
套，找到公交和私车使用的平衡点，
才是管理的最终出路。

首席记者 潘高峰

治违停要严格执法也要找出路
热议

上老年大学
不是!求贤若渴"

! ! ! !晚报 ! 月 "& 日 $"" 版

载文 !去老年大学为学习更为

社交$' 文中"老年人求贤若渴

的状态值得肯定(这句话中"求

贤若渴(用得不妥'

"求贤若渴(是一句成语%

意思是"如口渴时思饮那样%急

于求取人才%形容访求人才的心

情非常迫切(这里明明是老人为

寻求知识而上老年大学% 用了

"求贤若渴( 就变成了急于访求

人才了' ———读者 邵顺祥

日元汇率
究竟是多少#

! ! ! !贵报!月"'日$(版 !国外

如何治理乱停车$中"东京对违

法停车施以重罚' 市区路边白

框内的停车位一个小时&))日

元*约%(元人民币+%只限停一

小时% 逾时将得到一张"*+万

日元 *约合"%))元人民币+的

罚单( 这段文字说明"))日元

相当于#元人民币, 而根据今

天的外汇行情%"))日元可兑

换+*)&人民币元%故文中所述

日元汇率有误'

———读者 郑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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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因为连续的跌停，中国中车被
股民调侃称“灵车”。因此，最近其
官方微博&中国中车已沦为“深受
伤害”的股民们吐槽和泄愤之地。!

月 ""日，中国中车的官方微博仍信
誓旦旦保证绝对不关微博评论，称
“愿意做大家的出气筒……”但 !

月 "!日，&中国中车发布的几条
微博的评论却全部关闭。
对此，有网友认为中车官微这

样做有失诚信，也有网友认为中车
官微此举也是出于无奈，股民疯狂
吐槽行为是自身心理承受力差的
表现。
本报为此专门推出了民调，截

至今日 "%时，共有 ;"<位网友通
过新民晚报 =>>、新民网、新民晚
报新民网官方微博等平台参与了
关于此事件的“新民调”。

本次调查中，有近一半
（<!8!?）的网友认为中车此举“太
没诚信，刚承诺不关就反悔。”网友
“牙疼的树叶”质问：“你关闭了评
论大家怎么出气？”网友“老粗”表
示：“连微博都不讲诚信了，怪不得
股价跌成翔。”

仅有 <8<?的网友表示“大家
去别的地方骂吧。”网友调侃称：
“中车再跌停……即日起，中国中

车改名为中国南车，因为中国北车
跌没了。”

有逾三成（@08;?）网友认为
“既然炒股，就要有足够心理承受
力。”网友“田舍清月”表示：“盈利
狂欢，割肉吐槽，何苦？还是远离股
市为好。”

还有 "!80?的网友选择“机构
都拉不动的股，居然也敢买”这一

选项，认为高位购买中车本身就是
非理性行为。一位山东德州网友质
疑：“"@港币能买到的东西为什么
拿 01块钱人民币买？”
从民调结果看，股价暴跌后，

中车官网关闭评论之举并没能封
住股民之口，反而让自身的企业形
象更加受损，这样的企业决策显然
并不理性。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近

半数网友倒是对股价波动保持了
理性态度，选择从股民自身素质去
归因，而不是一味把投资失败责任
推给企业、市场或政府。经历了多
轮股市的牛熊转换，相当数量的中
国股民已有更独立的判断力，这才
是中国股市能否早日走出政策市
怪圈的“利好消息”。
新民晚报新民网 沈小栋

股市大跌关闭评论，说话不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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