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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郭思琦 王楠

车主直呼“更人性化”
专家认为“过罚相当”

羊城晚报：之前道路交通
安全违法行为记分是以附件
的形式出现在《机动车驾驶证
申领和使用规定》中的，现在
以《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
分 管 理 办 法》（公 安 部 令 第
163 号）的形式出现，有怎样
的意义？

胡斌：之前以附件形式
出现，意味着记分准则是交
通处罚时的一个技术性标
准。本次单独制定的记分新

办法，以部委规章的形式出
台意味着由原来的技术性标
准上升到了立法的层面。记
分标准本身的法制化，就是
它最重大的意义。一方面，
新规是按照《立法法》《规章
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制定
的，过程更加严格、内容更加
合法规范；另一方面，以部门
规章的形式规定记分标准有
助于提高标准的权威性和约
束力。

随后，记者驾车行驶到环
市东路动物园路段西向东方

向，看到现场行车较为缓
慢，个别车辆存在加塞

现象。记者了解到，
此次记分新办法

中，上调了 5
项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的 记

分

分值，如驾驶机动车遇前方机
动车停车排队或者缓慢行驶
时，借道超车或者占用对面车
道、穿插等候车辆的，记分从2
分升为3分；驾驶机动车有拨
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
驾驶的行为的，记分从2分升
为3分等。同时，新增了部分
交通违法行为记分项，如新增
代替实际机动车驾驶人接受
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记分牟
取经济利益的，一次记12分。

网约车司机梁师傅告诉
记者：“开车打电话的行为较

为常见，特别是网约车司机
在接到订单后需按规定

给客人打电话，不少
司机为了方便，一

边开车一边打
电话，这其实

很 危 险 。
此次记

分

调整更加提醒我们，以后要按
规定停稳车后再打电话。”

每天上下班需要途经环
市路的私家车主王女士对于
加塞感受颇深：“每天早晚高
峰，司机突然加塞的情况并不
少见，这对于正常直行的车主
来说非常危险，容易造成交通
事故。因此，上调加塞的记分
分值很有意义。”

但是，私家车主廖女士对加
塞如何取证提出了疑虑：“一般
红绿灯路口或者限速路段才有
摄像头，但是出现加塞的情况往
往都不是这些位置，如何取证需
要相关部门进一步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记分新办
法中还在全国推行“学法减分”
措施。记者从广东交警处获
悉，2021年3月25日广东正式
推广“学法减分”。截至2022
年2月7日，共有582万人次网
上申请“学法减分”，完成网上
学习380万人次，考试通过221
万人次，完成减分218万人次。

中国政法大学胡斌谈交通违法
行为记分新办法：

既给予严格惩戒
也体现执法温度
针对记分新办法的实施，羊城晚报记者专

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行政法研究所讲师
胡斌。他认为，单独制定记分新办法，优化调
整记分分值，体现了“过罚相当”原则，彰显了
记分规则更加科学化、规范化、人性化。

羊城晚报：之前为一次
记 12 分、6 分、3 分、2 分、1 分
等五档记分，调整后变为一
次记 12 分、9 分、6 分、3 分、1
分等五档记分，分数档的调
整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胡斌：这一调整的基本
法理是“过罚相当”原则，即
惩戒需要与过错大小相适
应。从法理和司法审判事件
来看，累积记分不是一种行
政处罚，但其客观具有惩戒
性质，因而也要受到“过罚相
当”原则的约束。

本次记分调整增加了9分

档次，去掉了2分档次，改善了
过去“记分”畸轻畸重的情
况。因为，之前记分前两个档
次为12分和6分，中间差距6
分，有些行为虽然严重但不至
于给予顶格记分的情况，容易
导致记分显失公正。增加一
个9分的档次，有利于对部分
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惩戒，但避
免都进行顶格记分。另外，记
分新办法将原本应记12分的
部分交通违法行为，调整为记
9分，体现了执法的温度，在给
予其严格惩戒的同时，给违法
者改过自新的机会。

羊城晚报：记分新办法
中有 20 项交通违法行为减少
记分，删除了部分交通违法
记分项目，是否意味着对这
部分交通违法行为的惩罚力
度放松了？

胡斌：这要回归到交通
违法行为记分的初衷来谈。
交通违法行为记分的目的是
警示违法者不要再违法违
规。交通违法行为记 3 分也
好、2 分也好，对于违法者的
行为而言不会有本质的影
响，但是体现了对驾驶员的
人文关怀，给驾驶员减负。
交通违法行为记分应在驾驶
员自由与公共利益之间找到

平衡点，如果一味严格，驾驶
员很容易就扣完 12分，那便
是过分的限制，是不合理的。

其次，减分也遵循了“过
罚相当”的原则，一些减分的
交通违法行为可能没那么严
重。随着社会进步，驾驶员
守法意识提高，一些交通违
法行为是无意识发生的，主
观恶性低，例如压线等，这种
情况降低记分回应了广大驾
驶员的诉求，绝不是放纵违
法，而是营造了更健康的交
通生态。至于降低记分后一
些交通违法行为是否会增加
呢，我认为相关部门可以作
后续的评估。

羊城晚报：对于加塞等
交通违法行为，上调了记分
分值，您怎么看？

胡斌：根据交警近几年
的交通事故统计，开车打手
持电话、加塞等行为造成交
通事故急剧攀升，成为重要
的交通事故隐患，因此提高
了记分分值。

另一方面，人们还有一
种法不责众的观念。例如，
看到路上很多驾驶员加塞，
所以也跟着加塞，导致此类
交通违法行为越来越多，记
分新办法中提高加塞的记分
分值，实际上增加了驾驶员
的违法成本，对打击此类行
为具有正面意义。

4月 1日 8时 30分，记者
在黄埔大道暨南大学南门对
出路段看到，现场交通秩序良
好。一位刚刚送完客人的网

约车司机梁师傅告诉记
者，早在几天前，他就从

网上了解了记分新
办法，觉得新办

法更人性化。
据 了

解，记分

新办法涉及惩处的交通违法
行为从原来的 52 项变为了
50项，其中降低了 20项交通
违法行为的记分分值，删除
了 11 项记分行为。例如，驾
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禁
止标线指示的，记分从3分降
为1分；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
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
标志，未随车携带行驶证、机
动车驾驶证的，不再记分。

作为网约车司机，梁师傅
平时行车区域较广，出现违
章的行为多为压线。“有时由
于乘客赶时间，开车时一不
小心就压线了。如今，降低
压线记分分值，对我们网约
车司机比较友好。”

对于新手司机张先生来
说，此次记分新办法降低了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
禁止标线指示的记分分值，

减轻了他开车上路的心理压
力。“我驾龄约1年，新手最容
易走错道或者一不小心在实
线处变道。记分新办法降低
了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记分
分值，给予了新手司机熟练
开车上路的空间。”张先生认
为，记分新办法中降低记分
分值的项目，大多为常见的、
违法危害性不大的交通违法
行为，调整后相对更合理。

开车打电话由记 2 分升为 3
分，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不再记
分、买卖驾照分一次记12分……4
月1日起，公安部新制修订的《机动
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道路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
（下称“记分新办法”）正式实施，交
通违法扣分规则发生新变化。

记分新办法实施首日，羊城晚
报记者在广州市黄埔大道暨南大
学南门对出路段和环市东路动
物园路段，随机采访了一些
车主。不少车主表示，记
分新办法部分项目记
分更人性化。

“觉得新办法很人性化”

“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说话
晚不是问题，认为是‘贵人语
迟’。其实这是很大的误区，会
耽误孩子的最佳治疗时间。”南
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儿童
保健科主任虞萍介绍，孤独症
有很多症状，其中最明显的就
是语言障碍。多数患儿在两岁
甚至三岁时仍然不会说话，有
的在正常语言发育后出现语言
倒退或停滞；有的具备语言能
力但表现为无意义的发音、难
以听懂的语言；有的则语言过
多，内容与场景往往不相符。

其次是社会交往与交流障
碍。在小孩听力正常的前提
下，许多父母发现患儿呼叫名
字不应、眼不看，喜欢独自玩
耍，与父母在一起时通常缺乏
目光接触或对视短暂，不愿意、
不懂得或不擅长与其他人进行
游戏。

第三是狭隘的兴趣和重复
刻板行为。患儿对多数儿童喜
爱的活动游戏和玩具不感兴

趣，但会对某些特别的物件或
活动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
如反复转圈、摇晃、敲打等，又
或者特别依恋某一种东西如纸
盒、饮料罐等，也有反复观看电
视广告或天气预报、爱听某一
首或几首特别的音乐、坚持走
某一条路线等。

第四是感知觉异常。患儿
对某些声音特别恐惧或喜好，
不喜欢被人拥抱，喜欢嗅啃咬
物品，痛觉迟钝，喜欢长时间坐
车或摇晃，特别喜欢或惧怕乘
坐电梯等。

此外，孤独症还有诸多合
并症状。虞萍介绍，孤独症患
儿的智力显著低下，且容易出
现多动和注意力分散，同时会
有明显的情绪障碍，包括容易
啼哭、尖叫、发脾气等，甚至会
出现攻击、破坏和自伤等行
为。在生活方面，有的患儿自
理能力差，且缺乏危险认识能
力和安全意识，走失和意外发
生率高。

交通违法
行为记分新办
法昨起实施

“在孩子确诊孤独症后，很
多家长都要求我们保密，害怕
别人知道孩子的情况。”虞萍表
示，孤独症儿童要尽早治疗，在
孩子大脑尚未发育完全的时候
治疗效果是最好的。然而，很
多家长会有“孩子患孤独症是

‘残障’”的错误认识，拒绝配合
治疗，大大影响了孩子之后的
发育。

虞萍说，要早诊断、早干
预、坚持长期治疗，对改善患者
预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患
儿 2岁前可在专业人员指导下
进行家庭干预，2岁后可进行医
院、专业机构、家庭共同参与的
综合系统干预。根据患儿的具
体情况，运用多种治疗方法，如

教育训练、行为治疗、药物治疗
等对患儿进行综合系统干预。

“治疗孤独症最大的开销
可能不是药物，因为孤独症至
今没有特效药，药物更多地是
起调节作用。”虞萍说，“孤独症
儿童需要大量的训练和陪伴，
需要家庭中至少一个人脱产陪
伴着孩子成长，训练的经济成
本和陪伴的时间成本才是患者
家庭最大的重担。”

面对孤独症，家长会出现
一些心理变化。“许多家长都会
感到烦躁、伤痛，每个人都会经
历不同的心理过程，要给自己
时间去调节。要对自己更耐
心，理解孩子的疾病是需要一
些时间的。”虞萍建议。

羊城晚报记者 薛仁政 通讯员 江赟

孩子不愿与人交流
未必是天生“高冷”

“当时我脑子
突然一片空白，孩子
得病了。”近日，陆女士
发现自己 3岁的孩子小童
一直不愿意讲话，在幼儿园不
仅不听老师的话，也不合群、不理
人、不看人，总是一个人看着电风扇
发呆，如果关掉电风扇还会异常烦躁
大哭大闹。在老师的建议下，陆女士带小
童到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就医。经
过系列评估后，小童被诊断为“孤独症”。

孤独症也称自闭症，属于神经发育障碍性
疾病。4月2日是世界孤独症关注日。据了
解，全球几乎每20分钟就有1名儿童被确诊孤
独症，我国的孤独症患者已突破1300万人。

专家提醒：存在明显语言障碍、交流
障碍或是孤独症

“贵人语迟”是认知误区

误解是治疗的最大障碍

“上调加塞记分很有意义”

特殊艺术家在作画 通讯员供图

月 2 日是世界
孤 独 症 关 注
日。孤独症儿

童被称为“星星的孩
子”，这几年，为让这些
“星星的孩子”有更好
的人生，广东各界社会
人士纷纷伸出援手。就
在几日前，“璞育”特殊
艺术家工作室在广州启
动。该工作室是广东省
廖冰兄人文艺术基金会
旗下的特殊需要人士公
益艺术就业项目，旨在
通过培养孤独症等特殊
需要人群艺术潜能，帮
助“星星的孩子”融入
社会。

日前，在“璞育”特殊
艺术家工作室的启动仪
式上，工作室与八位特殊
艺术家签约。这些特殊
艺术家大部分是“星星的
孩子”，羊城晚报记者采
访了其中两位。

支持特殊人群艺术发展

“璞育”特殊艺术家工作室的
名字，来自广州已故残疾人艺术
家陈元璞。陈元璞被大家亲切地
称为“阿璞”,从小有智力障碍，成
年后又饱受精神分裂症与下肢瘫
痪的折磨，但是他“听声画形”的
天赋为他开启了艺术大门。

1985年，阿璞成为广州市少
年宫首位特殊儿童学生，后来又
成为广州市少年宫首位特殊人士
美术教师。阿璞一生以音乐为灵
感创作了4000多幅画作，“璞育”
特殊艺术家工作室的一部分资金
就来自于其画作的拍卖收入。

在2020年，“璞育”艺术家成
长计划专项资金就已设立，用于支
持特殊青少年艺术发展，但在运营
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特殊
群体从少年宫毕业后，往往面临就
业难题。一方面是难以融入社会，
另一方面是如果进入普通岗位工
作，他们很难再继续进行艺术创
作，艺术基础或许会渐渐荒废。“我
们不希望就这样浪费他们的艺术
天赋，这是工作室成立的初衷。”廖
冰兄的家属廖一柱说。

幸运的是，工作室获得了社

会多方爱心力量的支持。廖一
柱表示，这些支持的意义不仅是
资助善款，更体现了社会对特殊
艺术家的接纳。

“想要让特殊艺术家的作品
像阿璞一样被社会欣赏，创造自
己的价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廖一柱坦言，“普通人要成为艺
术家已经很难了，更何况是特殊
人群。工作室将不断探索为他
们助力。”

画画成表达内心的窗口

“璞育”特殊艺术家工作室
的墙上，挂着几幅有关小狗的油
画，小狗水汪汪的眼睛注视着每
一位参观者。这些可爱又生动
的画作均出自特殊艺术家倪卓
君之手。

卓君是一名“星星的孩子”。
2014年，彼时的卓君有严重的语
言障碍，对“绘画”没有任何概念，
在一位老师的引荐下，卓君成为
广州市少年宫特殊艺术工作室成
员之一。次年的世界孤独症关注
日，卓君在少年宫的组织下到北
京参加活动，但她却并不开心，因
为就在去北京的前一个月，陪伴
她多年的小狗离世了。当时的带

队老师正好带着自己的狗狗。就
是在那节列车上，卓君第一次画了
一幅小狗的画。

“她不敢画自己的狗，所以
画了老师的狗。”卓君妈妈说。
那时，卓君画画的技法还相当稚
嫩，但画中小狗下垂的双眼与愁
郁的氛围，让人能够读懂卓君心
里想要表达的内容。从此，画画
便成为卓君表达内心的窗口。

如今的卓君已经十分开朗
健谈，还获得了一份在超市的工
作。最近，她开始尝试画猫和老
虎。谈及未来想要做什么，卓君
笑了起来：“我想要画美女，但是
我好怕画出来像一只小狗。”

做喜欢的事情寻找快乐

王皓画画的过程和工作室中
的其他人有些不同，他起稿时喜欢
从某个小物件开始，再慢慢填满整
个画面，并且很少用橡皮擦。老师
说，王皓的画看似没有章法，但他
一眼就能抓住画的结构。

1998 年，5 岁的王皓加入了
广州市少年宫刚刚开办的全国
首个校外特殊儿童绘画实验班，
当时的助教就是阿璞。那个年

代，孤独症教育资源非常稀缺，
这个美术班对王皓一家来说无
疑是雪中送炭。自那时起，王皓
的心中就种下了艺术的种子。

当时，除了在少年宫上课外，
王皓也在幼儿园上学，父母希望他
能够和普通孩子一同接受教育，日
后过上正常的生活。但王皓在幼
儿园的行为不受控制，曾多次跑到
园长办公室撕报纸画画。担心被
幼儿园劝退，王皓父母便放弃让王
皓到少年宫上美术课。

2015 年，王皓职中毕业，在
一次公益活动中了解到少年宫
开办特殊艺术家工作室，便重新
回到少年宫。工作室里的王皓
让妈妈非常惊喜：“他变得主动
起来，不需要旁人督促就会主动
画画。这个环境能够包容他，他
做的也是自己爱做的事情。”

去年12月，王皓从少年宫特
殊艺术家工作室毕业，正好碰到

“璞育”特殊艺术家工作室的开
办。王皓妈妈坦言，孤独症孩子
的病情很容易反复，意外变故和
挫折很可能让之前的努力白费。

“璞育”特殊艺术家工作室不仅引
导孩子们向艺术就业过渡，还是
干预治疗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羊城晚报记者 符畅 实习生 温泽广 通讯员 温翘羽 冯嘉盈

关注孤独症群体关注孤独症群体，，““璞育璞育””特殊特殊艺术家工作室在广州成立艺术家工作室在广州成立

为为““星星星的孩子星的孩子””
点亮艺术就业路点亮艺术就业路

4 月 1 日起，交通违法行为记分新办法实施，记分项目由原来的 52 项变为了 50 项 羊城晚报记者 何叶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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