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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也应“画出最大同心圆”
□ 罗雄武

有市民反映，荷塘区育才路通往合泰方向、市五
中到实验小学路段，每天车辆违停严重，存在安全隐
患。对此，荷塘交警大队针对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
施，在育才路增设禁停标志（时间 7:00—19:00），晚上
允许车辆靠边临时停放，白天禁止停放任何车辆。（详
见本报9月7日A05版）

如果荷塘交警单方面听取投诉群众意见，采取全
天候禁停，当然能够得到投诉人的点赞，也不会引发
民意的反对，但对周边的车主而言也许就会带来诸多
不便。很显然，这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
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停车难和违停问题。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群众反映学校路段违停现
象严重，荷塘交警没有因此“一刀切”，而是积极与投
诉人交流，深入沿线单位了解，听取学校意见，综合权
衡各方诉求，最后因地制宜采取了以上办法和措施。
如此一来，既积极回应了群众关切，更兼顾了各方最
大的利益诉求，在赢得投诉群众理解的同时，也取得
了沿线百姓的支持。

我们为荷塘交警在执法中“求取最大公约数”点
赞的同时，也希望更多的执法部门能效仿此举，多多
开动脑筋，勇于创新，既要严格执法，又要体现以民为
本，“画出最大同心圆”。

近日有网友称，佛山一小学老师布
置作业：在家数1亿粒大米，并带回学
校，而且是“一粒一粒地数”。

如何完成？难道要不吃不喝数 1
年、用几百个麻袋装？

这项“奇葩”作业很快引起了家长
和网友热议，反对和支持的网友各执
一词。反对者认为这样的作业不符合
实际情况；支持者认为这样的作业可
以帮助孩子开动脑筋，学会类推。

老师解释布置这份作业的本意，
是希望家长能和孩子一起进行实践操
作。因为现在小学四年级，已经学习

《亿以内数的认识》。1亿粒大米是一
个概念，希望孩子们发挥想象，并不是
真要拿出1亿粒米。

“1、2、3……报告老师，还有 231
天就能数完啦！”

（据法制晚报）

□ 时事漫画

图/谢驭飞

“数米”

网友“a末'影”：
好耶，为政府点赞！希望我们小

区也能尽快安装。

网友“佳”：
株洲老小区很多，请问什么时候

可以普及，希望政府尽快解决这个民
生问题！

网友“♥囍♥”：
后期维护，以后的换旧更新不是

小问题。

网友“我舞人生”：
我愿意出钱，但不知小区里谁能

领导这事。

办学如搭“草台班子”，何谈教书育人？
□ 陈驰

我市中小学已经开学几天了，但株洲黄冈学校和
家长学生们开起“玩笑”，6天变更3处校址，最新校址
还在装修，开学时间一推再推，导致学生无法正常入
学，家长们欲哭无泪。（详见本报9月7日A02版）

报道见报后，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其实，由于校址未定，教育部门早就对株洲黄冈学校下
达通知，要求停止招生。然而，该校却置若罔闻，明知
是违规办学，仍欺瞒家长，耽误学生。好在市教育局高
度重视此事，成立专门的处理小组，确定了学生分流方
案。

此事虽得到解决，但仍然值得警惕。作为教育机

构和教育人士，株洲黄冈学校及其领导层自身连法规
都无视，又何谈教育学生？如何保证日后不再出问题？

随着二孩政策和《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落地实施，
民办教育领域吸引了大批投资者入场。面对众多选
择，家长花重金将孩子送入该校，结果换来的是无法正
常入学。这样的民办学校失去了各界的信任，又如何
立于竞争日益激烈的民办教育市场？

信任不存难言育人，更难言“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
灵魂”。笔者认为，该校的行为已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
响，教育主管部门应当予以严肃处理，进一步规范民办
教育机构的办学秩序，促进民办教育健康有序发展，切
实保障学生权益。

防止会员流失岂能靠“套路”
你知道取消一个在线视频VIP会员“自动扣费”有

多少步吗？很多网友都不知道在哪取消、怎么取消，这
都是因为在线视频VIP会员满是“套路”。“这是行业现
象，不只是在线视频，包括在线音乐、在线下载、在线知
识付费等领域,很多企业等都是这么做的。”某视频网
站工作人员如此说。（详见本报今日A09版报道）

视频网站推行会员制是落实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
方式之一,视频网站的运营商、视频作品的制作方都能
够借助会员制实现盈利。对于消费者来说,购买视频
网站的会员资格能够观看更多的视频资源,特别是可
以观看最新的热播影视剧。

尽管会员制的实施符合法律政策的要求,可是在
具体操作中却是购买容易取消难。为了防止会员流
失,不少视频网站可谓是费尽心机,给网友大摆迷魂阵,
提升用户取消会员的复杂程度,甚至直接不设置取消
的途径。

网友购买会员资格其实就是接受了视频网站的格
式化合同。根据《合同法》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
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
款无效。合法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要采取合理的
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让会
员绑定自动续费和取消会员资格难,可能会对消费者

的选择权和知情权造成伤害。所以说视频网站的这种
做法并不符合《合同法》的基本规定,也涉嫌侵犯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付费网站通过大摆迷魂阵的方式也许能够留住部
分会员,但是强扭的瓜不甜,被迫保留会员资格的网友
必然会有极差的体验感,这种体验感经过网络的传播
会阻止更多的人购买会员资格。

对于付费网站会员取消难现象,网信、市场监督管
理等部门应该尽快出台规范性制度,让网友不再受其烦
恼甚至侵害,能够随时随地、轻而易举地取消会员资格,
严格禁止付费网站捆绑自动续费服务。而付费网站不
能以“行业现象”为由,认为别人可以这样做自己也可
以。须知守法经营、尊重权利才是竞争获胜的法宝。

在线平台并不是免费的蛋糕,无论版权所需,还是
内容打造需要,在线平台在差异化中探求发展之路,都
是值得提倡的。但如果任由在线平台“套路发展”,这
对用户来说是伤害,对平台来讲无异于饮鸩止渴。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边界难成风景。无论是从维
护用户权益的角度看,还是从规范在线平台的发展看,
都亟须相关部门为在线平台立下规矩,杜绝“套路”,为
网络文化的发展繁荣扫清障碍。

（据法制日报）

中国先民“情动于中而行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
咏歌之”，形成了延绵数千年碧波荡
漾、浪花飞溅的诗歌长河。古人云：

“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
矣”西哲说：“写诗是最清白无邪的
事业。”故一地之诗歌兴，则一地之
精神旺。诗歌不灭，则人文不萎。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
有诗？”千百年来，云水苍苍的株洲
大地，孕育了浓郁厚重的历史文化，
培育了灿若星月的才俊志士，吸引
着各方文人雅士来此游历，发思古
之情，兴革新之志，叹民生之艰，畅
知遇之欢，观风物之盛，惊山水之
奇，或诗，或歌，或词，或赋，或联，留
下诸多珍珠般的文字、锦缎似的篇
章，沁人肺腑，涤人胸膛，引人遐思。

诗歌之河，有两条支流，一曰
“劳者之歌”，一为“文人之吟”。庆
幸的是，这两股清泉，都曾在株洲之
地泛起过粼粼波光。

“千里顾盼间，胜感无与俪。”清
代诗人袁景辂所深情赞叹的这片土
地，因为安寝着中华民族的始祖，而
让我们倍增依依之情；因为承接下
中华文明最原初的烟火，而涵育着
最质朴的歌声。从淹没于时间长河
的《制万物》《燕花歌》《耕牛歌》等古
歌，《打夯号子》《铁匠歌》《漆匠歌》

《瓷工歌》等劳动之声，《十杯酒》《和
气歌》《五更劝夫》等生活的吟唱，到
至今仍缠绵于炎陵山间的2000多首
客家山歌，氤氲着醇厚的泥土芬芳，
传衍着强韧的生命脉络，至醴陵《思
情鬼歌》，为其高峰：

（女）我哩满哥哥鬼（呃）（男）
（呵呀）

（女）昨日搭个信（哪），害得你
哩 妹 妹（那 呀 哎 子 哟 呵）眼 望 穿
（哪），你只鬼（也），

（男）（哎呀）我哩妹妹鬼（呃），
（女）（呵呀）

（男）莫挂心（哪），咯只几日
（叽）（那呀哎子哟呵）有事情（哪）。
你只鬼（也）。

……
陶渊明说：“临清流而赋诗”。

中国历史上两位最伟大的诗人屈原
和杜甫先后徜徉于株洲大地，行吟
于湘江之上，无疑是株洲文化史上
最著名的事件。屈原，这位从王国
的巅峰跌落下来的改革家，从权利
的中心被排挤出来的君子，没有悲
愤地逃往他国去追求个人的腾达，
而是孤苦地流连于湘楚故地，演绎
着忠贞的绝唱。流放湖南18年，足
迹西至怀化，南及永州，在其溯湘江
而上，“往乎南嶷”的路途上，也曾踯
躅于株洲，其五女逝于湘江边的霞
湾。这片山水，也便化作脉脉情愫，
流淌于那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篇里
了。

唐大历年间，杜甫，中国诗歌的
另一座高峰，在同样的国事飘摇的
日子里，于生命的最后时光中，老病
孤舟，凌波而来，见“峭壁临江，峻石
嶙峋，古寺凌空，美不胜收”，首赋

《次空灵岸》，有“空灵霞石峻，枫栝
隐奔峭”之奇思，再吟《宿凿石浦》，
有“穷途多俊异，乱世少恩惠”之忧
叹，继而《早行》《过津口》《解忧》《宿
花石戍》《早发》《次晚洲》《遣遇》，共
九抒其怀。《遣遇》一诗，是那个动乱
时代的悲情素描：

磬折辞主人，开帆驾洪涛。
春水满南国，朱崖云日高。
舟子废寝食，飘风争所操。
我行匪利涉，谢尔从者劳。
石间采蕨女，鬻菜输官曹。
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
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
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
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
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
自喜遂生理，花时甘缊袍。
诗人晚年的代表作，诞生于株

洲，乃株洲之幸。但百姓家破人亡、
村落十室九空的悲凉现实，也发生
在唐末的株洲，又何尝不是株洲之
痛！

踢足球
聂鑫森

足球赛，可说是世界上观众最多也最爱看的体育竞技项目之
一。中国足球曾聘米卢为总教练，赫赫扬扬冲出了亚洲，让本土
球迷确实兴奋了好些日子。

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足球运动千真万确起源于中国。至少
在三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就有了足球游戏，但那时的足球
是石头琢成的。到了殷商时期，天旱时，人们往往边踢球边跳舞，
以感动上天普降甘霖。

真正意义上的足球，产生于战国时期，称之为“蹴鞠”，也叫做
“蹋鞠”。汉刘向在《别录》中说：“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
战国时。”“鞠”者，古时的一种皮球，《汉书·枚乘传》：“蹴鞠刻镂。”
颜师古注：“鞠，以韦为之，中实以物，蹴蹋为戏乐也。”最初的球，
以毛纠结而成，后来以皮革制成，内填充毛发，故当时的“球”写作

“毬”。“蹴”和“蹋”都有“踢”的意思，“僖宗皇帝好蹴毬斗鸡为乐”
（《北梦琐言》卷一）；“穿城蹋鞠”（《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西
汉时，有了专供足球游戏的“鞠城”，踢球成为士兵的一个训练科
目，“鞠”兵势也，所以练武，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今无
军事，得使蹴鞠”（《别录》）。

到了唐代，踢球则更为普及，无论军民，无论贵贱，皆喜好这
种体育运动。“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竟出垂杨里”（唐·王维《寒食
城东即事》）；“蹴球尘不起，泼火雨新晴”（唐·白居易《洛阳寒食日
作十韵》）；“彩索拂庭柯，轻球落邻圃”（唐·温庭筠《寒食节日寄楚
望》）；“遥闻击鼓声，蹴鞠军中乐”（唐·韦应物《寒食后北楼》）。

以后各朝各代，足球运动一直长盛不衰。宋朝开国皇帝宋太
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都爱踢足球。这在文人的诗文中多有
记载，如：“蹴鞠逢南陌，秋千送晚烟”（宋·谢景初《禁烟即事》）；

“秋千冷飏梨花雨，蹴鞠高腾燕子风”（宋·刘攽《禁烟游园》）；“技
逾蹴鞠练脚力”（清·赵翼《行围即景》）。

古代足球有两种踢法：一种是两队对垒，互相攻守，以将球踢
进对门多少论胜负，近似于近代足球。这种踢法应是唐代开始
的，“蹴球，盖始于唐，植两修竹，高数丈，络网于上，为门以度球。
球工为左右朋，以别胜负。岂非蹴鞠之变欤”（《文献通考·乐考二
十》）。

另一种是非对抗性的，属于技艺性的娱乐游戏，以双脚、头、
肩、背、臀、胸、腹、膝等身体部位连续接触球，可一人玩，也可多人
玩，球能始终不落地者，则为胜者。《水浒传》中的高俅，便是一个
蹴鞠高手，因此而得昏庸帝王的青睐，以致窃据高位。

有意思的是1980年国际足联秘书长，在亚洲足联举办的讲习
班上作的《足球运动的历史》报告中发表了研究结果：足球发源于
中国，被亚历山大的战争带到中东，后来又传到希腊古罗马和法
国、英国（微言《足球》）。

诗旅株洲（一）
胡栋华

▲清代画家黄慎的《蹴鞠图》，图中踢球者为宋太祖赵匡胤

▲杜甫行至空灵岸，为此美景所感，遂作《次空灵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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