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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牵狗绳惹大祸

文 周树琳（古宋居民区）

7月 8 日傍晚时分， 家住茅

台路 600 弄古宋小区内的孙阿

姨和储阿姨吃过晚饭后相约来

到小区健身步道上散步。 随后

55 号楼的刘师傅带着他养的三

条小贵宾犬也来散步了，一条狗

牵绳，二条狗没牵绳，没牵狗绳

的两条狗一下子窜到了二位阿

姨身边，87 岁的孙阿姨受到惊

吓，一下子跌倒在步道边，手臂

瞬间肿了起来。 狗主人刘师傅看

到这一状况， 知道自己闯了大

祸，急忙与储阿姨一起送孙阿姨

去同仁医院拍片检查。 结果孙阿

姨肩部骨折了， 生活不能自理，

伤者的护理费、营养费等费用十

分巨大。 因遛狗不牵绳子闯祸的

刘师傅后悔不迭！ 在此也提醒养

狗的爱好者， 遛狗时能牵上绳，

别让你的有爱之心，成为增加别

人痛苦的称砣！ 让养狗必须牵绳

深入人心。

【五村夜话】

文 唐秋生（天原二村）

今年 7 月 13 日， 央行为了整

治当前拒收现金发布公告， 明确表

示任何单位和个人， 在推广非现金

支付工具时，不得炒作“无现金”概

念。随着移动支付的发展，逐渐改变

着人们的支付习惯。时下，越来越多

的商家加入了 “只能扫描付款，不

收现金”的行列，在有些人的眼里，

一张张人民币、一枚枚硬币，似乎已

经成了“老古董”。据有关部门调查

显示，在受访的三万多名消费者中，

37%反映在过去一年内经历过“拒

收现金”，其中 12%的人经历过 10

次以上； 在受访的 2 万多家商户

中，39%在过去一年中曾 “拒收现

金”。

根据央行的公告， 拒收现金的

行为显然已属违法。这是因为，国家

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 包括纸币和

硬币，即现金。 而且，人民币已列入

国际货币结算，由于美国、欧洲和日

本等发达国家普遍使用信用卡，感

觉不到推出新支付方式的必要性，

因此他们在走向“无现金社会”的

技术普及方面， 不会像我国那样的

发展。 此外，我们应当看到，国内尽

管移动支付发展较快， 但我国已进

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十分庞大，

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特殊群体，如

没有智能设备， 不会使用各种支付

软件的老年人、残障人士等，消费时

被拒收现金， 既损害了人民币的法

定地位， 也损害了他们对支付方式

的选择性。值得注意的是，央行公告

还明确， 任何单位和个人存在拒收

现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的， 应当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一个月内进行整改，

否则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予以查

处。如此看来，现金并没有也不可能

退出我们的生活。

【灯下随笔】

从央行发布一则公告说起

再议楼道堆物

文 范建新（五一居委）

楼道堆物是社区的一大顽症，

不管高楼大厦还是低矮小楼都有，

只是老旧的低矮小楼里堆得更破、

更杂、更多、更乱，长治不衰。楼道堆

物里也有中国国情。 中国是农业大

国， 城市文明远没有达到工业大国

的地步，市民虽住在城市里，但市民

潜意识里还残留着一些相对狹隘落

后、不文朋的印记。

楼道堆物的物主主要是居住

在楼道里的由小市民再细化了的

“小楼民”， 他们不光是家庭主

妇，也有不少是家庭主夫。 楼道堆

物的主要原因一是居室小，有些物

品屋里放不下，又做不了“老的不

去新的不来”的主，便拿到楼道里

来成了堆物。 二是抢占地盘，你家

占一点，我家也要占一点，不占吃

大亏，夜里睡不着。 三是借着公共

楼道发点私家的“财”，自家用过

的，外边拣来的那些纸板箱、铝皮

罐、 矿水瓶、 塑料袋堆积在楼道

里，囤到一个好价钱时“该出手时

就出手”，反正不收场地费。 四是

个别居民拣垃圾堆垃圾并不是为

了赚 1 毛钱 2 毛钱， 而是为了他

们拣垃圾堆垃圾的 “幸福生活”。

五是中国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农民

进城，绝大多数处在生活链低端，

从事的业态五花八门，他们吃饭谋

生的“工具”都成了楼道堆物的主

力军。 大凡喜欢楼道堆物的居民

普遍患上了公德“白内障”病，他

们看不见占地堆物的楼道姓公还

是姓私，他们还患上了心理“不舍

得”病，不管旧的、废的、肮脏的、

危险的，只要能赚到一分钱，比公

德、面子和做人更划算。 比如小黄

车已经泛滥成灾了， 有人还把 30

年前的自行车堵在楼道里做着卖

个好价钱的梦。

楼道堆物看似是简单的旧观

念、旧陋习，但对楼道邻里和睦、消

防隐患、整洁卫生都造成负面影响，

是楼道各种矛盾纠纷的触发点，整

治楼道堆物是城市文明和治理中的

重要一环。

居委会称得上是整治楼道堆

物的老手，但只是应时性、局部性、

间歇性整治的高手，最近各居委会

正在执行一项楼道零堆物的建设

工程， 执行这项工程难处不小，在

老旧小区更是难上加难，难就难在

涉及面广、反复性大、缺乏平台、各

个层面的认识不一。 解开这些难

题，除了勇气和执行力，更需要的

是冷静、 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不希望零堆物被喊成一句口号，不

希望零堆物被看作是居委会单打

独斗的活，希望零堆物也能像零违

章一样， 在建设过程中有法制保

障，有整治平台，有综合手段，有长

期目标。

当然，也希望“小楼民”能成为

大楼民，家庭主妇能成为“楼道主

妇”，家庭主夫更能成为“楼道主

夫”，共同来关心推进楼道零堆物

的大事，尽快治愈公德“白內障”

和心理“不舍得”，努力把自已的

家与自已的楼连在一起。 说句民

语，老鼠进了你的楼，楼内脏，你家

他家我家是一起窜的；大火着了你

的楼，堆物多楼道窄，你家他家我家

是一起遭殃的。

【改革开放 40 年】

洗澡

文 袁宗达（安龙居委）

说起洗澡，现在对城市里绝大

多数人来说，已经不成问题。 不管

什么时候，热水器一开，淋浴盆浴

爱怎么洗就怎么洗。 改革开放以

前可没这个条件。 那时除了国营

大厂下班后可以洗澡外， 一般家

庭根本没有洗澡的条件。 除了五

十年代后期建造的曹杨、 天山几

个工人新村外很少盖房子。 而人

口政策又是因为 “人多力量大”

而鼓励生育。 那时的居住面积，房

间连厕所 （就一只马桶而已）加

厨房（就一个煤球炉），一般人均

也就 ４ 平米左右，还有不少 ３ 平

米甚至 ２ 平米的。 大部分人家里

连自来水都没有， 这种情况屋里

还怎么洗澡？

记得我小时候过年，总是等父

亲把大年夜这天的事都忙完，才有

空带着我去中山桥南侧靠马路东

面的一家“浑堂”去洗个澡。 那家

浴室不算小的，男部的更衣室也就

约二十张躺椅。 和休息室紧挨着的

是浴池。 浴池分一大一小两个池

子，大池有 12 平米左右，是温水。

小池就 6-7 平米，是烫水。 那年头

一般人家里没条件洗，所以平时浴

室生意就好得很，更别说过年。 尤

其是大年三十， 浴室外面排队等

候， 池子里面更是挤得像下饺子，

一个挨一个地站着洗，而且浴室允

许浴客在池子里使用肥皂。 这样一

天下来，池水雪白，水浑得就跟牛

奶的颜色一样，浴池就变成了“牛

奶池”。我想，上海人之所以将浴池

叫浑堂，大概就是这个缘故。

为了让浴客能将身上的肥皂

水洗干净， 大池外面有个小房间，

里面装了四五个水泥面盆和两个

淋浴头。 当然少不了也要排队。 但

不管如何，经过这么一折腾，身上

应该是干净了。 现在想想，那时的

卫生条件那么差， 皮肤病也不少，

怎么没传染上呢？ 我估计和满池的

浓肥皂水有关。

那年头， 国家的主要精力不

在经济建设上， 所以这样的情

况，建国 30 年没变，直到改革开

放后才迅速改观。 如今， 百姓洗

澡再也不要费那么大的劲了。 人

们往往为了享受才去浴室， 什么

桑拿浴、牛奶浴、温泉浴 ，应有

尽有。 洗完了又是吃喝又是看表

演，不一而足。

这四十年来， 世界上大部分

国家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多大改

善。许多国家的人民还在挨饿，可

国人的生活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这些变化来之不易。我们要

珍惜，要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

待社会。

【诗意栖居】

重阳抒怀

作者 马导农（天原二村）

黄花怒放又重阳，

好友欢聚在一堂。

老骥不忘千里志，

丹心情系国辉煌。

小区桂花

作者 龚妙法（虹纺居民区）

公园桂花早露尖，

小区桂树为何迟；

莫非去年一夜雨，

心有余悸窥佳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