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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下午，谢先生骑摩托车经
过房山区长阳公园附近的公园北路时，
突然感觉有东西剐到了头盔。他猛踩一
脚刹车，颈部传来一阵剧痛。一根紧绷
的风筝线顺着头盔滑下来，勒在了他的
脖子上，当场导致头盔卡扣带和脖套被
割断，谢先生的颈部也被割出一道长长
的伤痕。（4月2日《北京晚报》）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
鸢。”清明时节，春暖花开，正是踏青放风
筝的好时候。而且，放风筝有益身心健
康，是一项老少皆宜、很受大众喜爱的户
外活动。但是，市民在享受放风筝的乐趣
时，稍不留神，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细细的
风筝线，极有可能成为伤人“利器”，乃至
成为“夺命利器”，制造悲剧。

近年来，这类风筝线变成伤人“利
器”的案件时有发生，各地媒体报道过
多起这类案件。比如，2016年2月，江苏
一男子骑摩托车，与风筝线发生碰刮，
拉线缠入摩托车后轮，导致摩托车失控
冲出道路，男子被甩出当场身亡。2013
年4月，山西太原市民黎女士骑自行车，
被风筝线剌伤，手缝了八针，面部、颈部
剌伤，颈动脉受创，险些丧命。

从物理学角度说，风筝线变成伤人
“利器”不难理解，跟刀具伤人道理一
样。风筝线面积小，压强大，风筝线在绷
紧的状态，可以产生数百斤的拉力。而
且，线轴和风筝的距离越大，产生的拉
力就越大，“杀伤力”也会越大。

从法律角度说，风筝线一旦变成伤
人“利器”，造成他人伤害乃至致死，需要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会付出沉重的法
律代价。一是需要承担赔偿受害人医药
费等损失。二是如果造成他人重伤、死

亡，将被以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
亡罪追究刑事责任。比如，2014年，鞍山
一名退休工人因不小心将风筝线横在马
路上，造成一名路人被勒死，赔偿被害人
家属26万元，并被判决犯过失致人死亡
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在放风筝时一定要守住安全线，不
能放任风筝线变成伤人“利器”。首先，
市民放风筝要增强安全意识，尽可能选
择在空旷人少场地放风筝，避开高压
线、公路、建筑物、树木等。一旦出现风
筝不可控的情形，要及时割断风筝线，
并将断掉的风筝线收回带走，不能随手
乱扔。其次，消防部门要通过多种渠道
加强放风筝安全常识普及教育，提高大
众放风筝安全能力和意识。再者，完善
风筝以及风筝线的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增强放风筝的安全性且带有明显颜
色，轮滑式线圈要成为标配，禁用手工
缠绕线板等。

别让风筝线变成伤人利器
“大家都知道‘一丘之貉’这个成

语，但很多人却表示根本没见过‘貉’这
种动物。调查发现，它们就生活在上海
市民的身边。”据王放团队统计，上海超
过 60 个小区有貉出没，它们在长三角
地区的南京、苏州、杭州、无锡等地也都
存在。(3月25日《新华每日电讯》)

在很多人的固有观念中，野生动物
只出没于野外，在人口高度集中的城
市，根本就没有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
实际上，城市也是一些生存能力强的野
生动物的栖息地。比如在上海就有貉、
黄鼠狼等野生动物。如德国柏林的野
猪、英国伦敦的灰松鼠、印度城市里的
猴子……对当地居民来说，都很常见。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不少城市建
设了不少绿地、公园，不少社区的绿化
面积也比较大，这些都让城市越来越适
合野生动物生活。这也就可能引发人与
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而野生动物是否
会携带传染病等，也引发公众担忧。

人类如何与野生动物共生?是对闯
入人类生活的野生动物“诛之而后快”，
还是尽量与它们和平相处?这些问题也
亟待予以解答。

国外一些大都市的做法值得借鉴。
如纽约在一百多年前已开始监测城市
周围的浣熊、白尾鹿、负鼠等。在柏林、
巴塞罗那，20年前人们就开始关注野猪
的动向。了解城市的生物多样性，需要加
强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监测和管理。这
样能够让我们对城市中的野生动物多一
些了解，有助于人类找到与它们更好相
处的办法。而我国在这方面还很欠缺。从
2019年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
员王放的团队与近100名市民志愿者，
用80台红外线相机来追踪生活在上海
的野生动物，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希望
国内能够加快进度，加强对城市野生动
物的检测，找到更好与野生动物相处之道。

值得强调的是，了解野生“邻居”，是为了与它们
和平共处，而不能把它们当成“人类公敌”。历史教训
证明，对野生动物采取一味扑杀的做法，反倒可能引
发生态灾难，破坏生态平衡，甚至招致大自然的“报
复”。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由人滥食野味引发，正是
血的教训。所以，要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要多了解
它们，懂得怎样和它们相处。而这些城市野生动物还
能让城市变得更有生机、更有魅力。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对野外的野
生动物如此，对城市野生动物亦然。经过此次新冠肺
炎疫情，更加让人深刻认识到了保护野生动物、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让城市野生动物与人类共
享生态家园，符合保护野生动物的人类共识，也能够
让城市变得更加美好，变得更加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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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正是踏青放风筝的好时候。而且，放风筝有益身
心健康，是一项老少皆宜、很受大众喜爱的户外活动。但是，市
民在享受放风筝的乐趣时，稍不留神，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细细
的风筝线，极有可能成为伤人“利器”，乃至成为“夺命利器”，制
造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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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 23 日是第 25 个“世界读书
日”。阅读是千百年来人类增长知识的基
本方式，也是人类知识传承的重要途径。
不过随着电子媒体的普及，纸质书的阅
读方式受到最大的挑战，人均书本阅读
量急剧下降。随着我们生活节奏的加快、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电子阅读成为了
一种新方式，电子化风潮席卷，它究竟能
否动摇纸质书的地位呢？“触屏阅读”真
的可代替纸质阅读吗？（4月3日《天下文
荟》）

随着电子书的到来，曾经让不少人
唱衰纸质书，甚至认为纸质书必将在未
来被电子书所取代。然而一项问卷调查
显示：纸质书的遭遇比想象中要更加乐
观。调查中“经常采用的阅读途径”选项

的选择上，在“纸质书”与“电子书”的选
择上，“纸质书”占了绝对的上风。选择纸
质书的有 68.42%，选择电子书的则为
31.58%。在“阅读对象的主要来源”的选择
中，买书、借书的占 84.21%，下载电子版
则只占15.79%。

诚然，数字时代，人们的读书习惯有
所改变，但并不动摇全民读纸质书的传
统习惯。我们可以有个形象的比喻：“触
屏阅读”“数字化阅读”就像“吃快餐”“方
便面”，虽然能一时填饱肚子，但是没有
足够营养，久而久之，会让我们变得精神
营养不良。因为“数字化阅读”只是一种

“肤浅的阅读”，很多时候会受到形形色
色的广告和“弹窗诱惑”所干扰。而“纸质
书”具有许多“电子书”不可替代的优势

和特点：摸着舒服，闻着香；可以做笔记，
可以画横线，可以涂鸦,可以永久性保存
等等。这些都是“数字化阅读”不能替代
的优势。

在“世界读书日”这一天，对热爱读
书的人来说，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节日，更
是一种体现着阅读的高尚和美好精神仪
式。莎士比亚说过：“书籍是全人类的营
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常言说：“书是知识的海洋”，尤其是在物
质生活丰富的今天，人们不缺吃，不愁穿，
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多读些书，对我们每
个人来说都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读纸质书
的传统，形成了丰富的耕读文化。时至今

日，“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仍然是大
家喜爱的楹联。有人认为，阅读的生活与
人生，草长莺飞，繁花似锦；反之，则是一
望无际的、令人窒息的荒凉和寂寥。读书
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
启发，让人滋养浩然正气。人的精神发育
史，应该是一个人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
精神境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
阅读水平。多读书，是改变人生匮乏、贫
弱、苍白状态的最好办法。它改变的不但
是人的精神、气质和品性，而且使你不断
增长职业智慧，使你的事业闪耀着睿智
与光彩。多读书、读好书是阅读文化的

“维他命”，书香社会更需要我们深度阅
读纸质书，因为深度 阅读是一个民族文
化传承的基本途径。

数字时代“纸质阅读”依然弥久飘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