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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世界卫生组织 24 日通
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确诊一例中东呼
吸综合征（MERS）病例，不过尚未在其
密切接触者中发现其他感染者。

世卫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确诊患
者为男性，现年28岁，居住在阿布扎比
酋长国靠近邻国阿曼的艾因市。

声明说，阿联酋卫生部门本月 10
日向世卫组织报告，这名男子6月 8日
入院，同月21日接受鼻咽拭子采样，23
日确认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检测
结果呈阳性。

世卫组织说，这名男子没有直接或
间接接触过单峰骆驼或山羊、绵羊。他
不是阿联酋公民，也不是医务人员。

阿联酋卫生官员对 108 名密切接
触者作 14天观察，尚未发现其他感染
病例。

中东呼吸综合征是由冠状病毒引
起的一种病毒性呼吸系统疾病。早期
表现为发热、咳嗽和气短，或可引发肺
炎。世卫组织建议，糖尿病、肾衰竭、
慢性肺病患者和免疫力低下者更容易
感染中东呼吸综合征，应避免与动物、
尤其是骆驼密切接触。

阿联酋 2013 年 7月报告该国首例
中东呼吸综合征确诊病例，迄今共确诊
94例，其中 12人死亡。阿联酋上一次
报告确诊病例是2021年11月。

路透社援引世卫组织的数据报道，
自2012年以来，共有27个国家报告中
东呼吸综合征病例，总计确诊2605例、
死亡936例。

新华社电 苏丹武装部队
同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
的冲突已超过 100 天。苏丹
军方24日拒绝由东非政府间
发展组织（伊加特）所提向苏
丹首都喀土穆派遣维和部队
的提议。

路透社报道，苏丹军方将
领亚西尔·阿塔在 24 日公开
的一段视频中拒绝伊加特所
提建议。

伊加特本月早些时候提
议向喀土穆派遣维和部队，
以帮助苏丹实现停火止战。
苏丹军方多次拒绝这项由肯
尼亚牵头推动的提议，并指
认这个东非国家支持快速支
援部队。苏丹军方说，军方

将把任何外国派出的维和部
队视为敌军。

肯尼亚外交部一名高官
24 日说，肯尼亚就苏丹冲突
持中立态度。

苏丹快速支援部队代表
优素福·伊扎特 24 日在多哥
首都洛美参与一场涉及苏丹
议题的磋商，并表态愿意参
加和平谈判。

据《多哥时报》报道，在
洛美举行的磋商为期两天，
汇集了法国、摩洛哥等国使
节和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武装
人员代表等多方人士。多哥
外交与合作部长罗贝尔·迪
塞呼吁冲突方以国家利益为
重，为重建苏丹恢复和平。

报道没有提及苏丹武装部队
是否派代表与会。

苏丹武装冲突 4月 15日
爆发以来，喀土穆等主要城
市、达尔富尔地区成为交火
最激烈的地方。冲突双方均
表示愿意接受国际斡旋，但
无论东非邻国还是沙特阿拉
伯等国参与调停，都没能带
来持续停火。

据苏丹卫生部通报，冲突
已导致 3000 多人死亡、6000
多人受伤。联合国机构数据
显示，苏丹冲突迫使超过260
万人逃离家园，其中超过75.7
万人逃至邻国避难。

法新社 24 日报道，苏丹
目前超过一半人口需要人道

主义援助，而联合国和国际
救援机构难以在这个国家开
展行动。一方面救援物资因
种种原因难以到位，另一方
面国际援助资金不足。

挪威难民事务委员会说，
由于遭遇前所未有的多重危
机，苏丹“正处在崩溃的边
缘”。“苏丹在武装冲突爆发
前已面临难以承受、被严重
忽视的人道主义危机，持续
100 天的战事让危机达到灾
难程度”。

法新社分析，苏丹人道主
义状况在雨季可能进一步恶
化，降水增多使得洪水、饥荒
以及疟疾和霍乱等疾病蔓延
的风险加剧。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国防部24
日说，乌克兰当天出动 17 架无人
机对克里米亚半岛的设施发动袭
击，但袭击未遂。国际原子能机构
总干事格罗西 24 日说，该机构专
家日前在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巡查
中发现了地雷。

俄罗斯国防部24日在社交媒
体发文说，乌克兰当天凌晨出动
17架无人机对克里米亚半岛的设
施发动袭击，但袭击未遂，无人受
伤。俄国防部说，14 架无人机被
俄电子战手段压制，其中 11 架在
黑海坠毁、3架坠落在克里米亚半
岛，另外3架被俄防空系统摧毁。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官网24日
发布的消息，格罗西当天说，该机
构专家日前在巡查中发现，扎波罗
热核电站外围被布设了反步兵定
向地雷，在核电站内部特定区域也
发现了地雷。格罗西表示，在核电
站内出现此类爆炸物不符合国际
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和核安全
指导并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
员造成额外心理压力，国际原子能
机构专家将继续就此事与核电站
有关方面进行交涉。

俄罗斯外交部24日发表声明
说，针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
和克里米亚半岛，俄方保留采取严
厉回应措施的权利。声明说，袭击
事件没有任何军事意义，乌方行为
背后，是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剧俄乌

局势的企图。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卡里娜·

让－皮埃尔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谈到日前乌克兰在莫斯科发动的
无人机袭击时说，“我们已经明确
表示，总的来说，我们不支持在俄
罗斯境内发动袭击”。

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
杰夫24日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
民用设施的攻击，俄必须对乌方尚
未预料到、但打击效果显著的“非标
准”目标进行打击，而不只是打击乌
方仓库、能源枢纽和石油基地。

据乌克兰国防部24日发布的
消息，乌国防部副部长马利亚尔当
天说，过去一周乌军在南线收复了
12 平方公里领土。他表示，乌军
继续在梅利托波尔和别尔江斯克
方向的多个地方发动进攻。

塔斯社24日援引俄罗斯联邦
安全局的消息报道，在一艘从土耳
其出发前往俄顿河畔罗斯托夫的
运粮船上发现了爆炸物痕迹。经
调查，该船今年5月曾在乌克兰境
内停靠。俄联邦安全局表示，以上
情况说明，外籍民用船只或被用于
向乌克兰运送炸药。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夫 24 日表示，在前往顿河畔罗斯
托夫的运粮船上发现爆炸物痕迹
表明，克里米亚大桥再次遭受袭击
的危险依然存在。俄方将采取措
施，以保障安全。

巴基斯坦电力部长胡拉
姆·达斯特吉尔汗日前在巴东
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接受新
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巴经
济走廊能源项目展现了巴中两
国全天候友谊。

中巴经济走廊是共建“一
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于2013
年启动建设。2015 年，中巴两
国政府确定了以中巴经济走廊

为中心，以瓜达尔港、能源、交
通基础设施、产业合作为重点
的“1＋4”合作布局。

达斯特吉尔汗说，10年前，
没有任何西方国家愿意帮助巴
基斯坦发展，是中国及时向巴
基斯坦提供支持。中国不仅帮
助巴基斯坦改善交通基础设施
条件，更着力推动两国大型能
源合作项目，向巴基斯坦人民

展示了巴中全天候友谊。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提

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年
底，中巴经济走廊累计为巴带来
直接投资254亿美元，累计创造
23.6万个就业岗位，帮助巴新增
510公里高速公路、8000兆瓦电
力和886公里国家核心输电网。

达斯特吉尔汗表示，中企
承建的水电站项目、塔尔煤田

各个区块的煤电一体化项目以
及直流输电项目等都是中巴经
济走廊能源领域合作项目中的
亮点。其中，苏吉吉纳里水电
站建设正稳步推进，卡洛特水
电站已建成投入商业运营。

“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使巴
基斯坦能源供给从依赖进口逐
渐转向自给自足。”他说。

达斯特吉尔汗表示，走廊

项下总长 886 公里的默蒂亚
里－拉合尔（默拉）直流输电项
目将巴南北电网连接起来，是
巴国家电网的骨干线路之一。

“默拉直流输电项目是中国对
巴基斯坦能源发展未来、经济
进步和畅通南北电力大动脉作
出的历史性贡献。”

今年是中巴经济走廊启动
10周年。达斯特吉尔汗说，10

年来，巴基斯坦人民见证了中
国为巴提供支持的项目拔地而
起，走廊项下能源项目从无到
有，分布在巴基斯坦各地。

达斯特吉尔汗表示，中企
将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带到巴
基斯坦，并向巴工程师和工人
传授先进知识。“巴基斯坦正在
逐渐淘汰过时技术，转向使用
新的中国技术。” （新华社）

新华社电 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儿基会）24 日说，苏丹
冲突已持续 100 天，至少 435
名 儿 童 在 冲 突 中 丧 生 ，2000
多名儿童受伤，1400 万儿童
亟需人道主义救援。

儿 基 会 说 ，目 前 该 机 构

已收到 2500 起严重侵犯儿童
权利事件报告。大批儿童被
迫逃离家乡，无法获得基本
生活所需。

儿基会说，迄今为止，苏
丹境内外已有超过 330 万人
因这场战事而流离失所，难

民营人满为患。雨季使安置
边境地区的难民更加困难。
此外，抵达埃及的大多数儿
童没有父母陪伴。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
员菲利普·格兰迪强调，亟需
开展和平对话，允许人们离

开冲突地区寻求安全庇护，
并保护他们“免遭一切形式
的暴力”。

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
援部队 4 月中旬在首都喀土
穆发生武装冲突，随后冲突
蔓延至其他地区。

阿联酋确诊一例
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展现两国全天候友谊

俄国防部： 苏丹冲突持续 维和提议遭拒

儿基会：苏丹冲突
已导致400余名儿童丧生

乌克兰17架无人机
袭击克里米亚

——访巴基斯坦电力部长达斯特吉尔汗

中巴经济走廊
能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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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衡之民生探微 □熊丙奇

孩子只考8分，家长怒怼学校
并非正确的打开方式 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在南京地铁上因

为“喝水”而被“开罚单”，引发网友热议。7
月 25日，该网友就此事作出澄清，称自己喝
的不是白开水，而是瓶装饮料。因为是第一
次违规，所以当时只是被工作人员警告了，并
未被罚款。

今
日
议
题 阵

龙门近日，陕西延安。一学校
的家长会上，一名家长怒怼学
校称收费最高，然而孩子考试
成绩却极为差劲。该家长称，
他的孩子在其他中学时，成绩
数一数二，但是转到该学校
后，只考了8分，而且还有不少
孩子考了5分，甚至更低。

家长怒怼学校收费高、
教育质量差，应是出于“期望
越大，失望也越大”的心理。
这也给了其他家长启示：不
能片面认为，收费越高，教育
质量就越高。在政策框架
内，给孩子择校无可厚非，但
择校应该结合孩子的个性、
能 力 ，选 择 适 合 孩 子 的 学
校 。 盲 目 追 逐 所 谓 的“ 名
校”，会导致孩子跟不上学校
的教学进度要求，而出现成
绩大幅下滑，并造成心理问
题，变得不自信。

大多家长都希望孩子进
更好的学校，但是，更好的学
校并不一定是适合自己孩子
的学校。笔者认识的一位家
长，孩子的学业成绩一般，但
他们想方设法让孩子进了当
地的一所名校；进名校后，孩
子每次考试成绩都是个位
数、垫底，出现严重的厌学情
绪，最后不得已转学到了一
所普通学校，孩子的心理问
题，才得到一定缓解。

给孩子选择好学校，是
出于对孩子更高的期望。但
这一期望并不一定合理。近
年来，我国中小学生的心理
问题日益严重，其中很大一
部分心理问题，就来自家长
过高的期望与孩子实际能力
的差距。家长认为给孩子确
立更高的目标，可以激发孩
子的“斗志”，却无视孩子的
能力与目标的差距，这会让
孩子产生巨大的挫败感，失
去信心与对学习的兴趣。比
如，在普通学校可做“鸡头”
的学生，到了名校可能就成
了“凤尾”，但每次垫底的感
觉并不好，这要看学生的心
理能否接受这种现实。

部分家长给孩子择校，
还存在虚荣心与攀比心理。
如中考之后，有的学生成绩
没有达到普高线，家长不接
受孩子上中职，于是要求孩
子复读，或者去上计划外的
高中国际课程班，而没有听
取孩子的意见，分析孩子的
实际能力情况。有的孩子在
复读期间，承受很大的心理
压力，成绩越来越差；还有的
孩子并不适合国际课程学
习。家长把责任推给学校、机
构，却没有反思自己的选择，
是只在意“面子”，而不重视

“里子”。表面上看，孩子可能
上了一所好学校，但是，究竟
适合不适合，则要因人而异。

当然，学校也需要对每
个学生负责，招收适合本校
的学生，而不是为了提高学
费收入，不管学生适不适合
本校教学，都做出能考出更
高分数，今后进更好学校的
承诺。有的民办学校和培训
机构，只重视招生规模，而不
考虑生源素质，这会带来两
方面问题：一是生源质量参
差不齐，学校也没有对学生
采取个性化教学方式，而是
以统一模式进行教学，出现
学生不适应学校教学的问
题；二是学校的办学遭遇家
长的质疑，影响到学校的长
远发展。

学生的成才，需要家校
共育。学生成绩很差，家长
怒 怼 学 校 ，并 不 能 解 决 问
题。双方应该从学生成长出
发，分析原因究竟出在哪里，
是学生不适合这所学校，还
是学校的教学方式不对。其
中，最为重要的是，要听取学
生自己的意见，是喜欢这所
学校，还是不喜欢这所学校，
为何成绩会这么差，只有充
分听取学生的意见，才能让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做到
以学生为本，让孩子走出适
合自己的成才道路，让自己
的人生更为出彩。
(作者系知名教育学者)

看视频和照片可知，所谓“罚单”，其实是
“禁止行为告知单”。地铁方面表示，如果情
节严重，也会进行罚款。这种做法此前也有
过，例如今年 3 月，有乘客在南京地铁喝酸奶
被出具告知单。这说明南京地铁此举并非一
时兴起，而是遵循惯例。

在公开场合下，被出具告知单，肯定会让
被告知者感受到压力，因而某种意义上确实
具备了一定的惩戒意味。在笔者看来，这种
做法是依规处置，并无过分之处。《南京市轨
道交通条例》第 38 条第 6 款明确规定，禁止在
列车车厢内饮食。而且，这一条例包含了罚
则，在地铁车厢内吃东西要被“警告或者罚款
20 到 100 元”。但实际上，作为一名自南京地
铁诞生以来就乘坐地铁的“资深乘客”，极少
听闻罚钱个案。

有人对于因喝水、喝酸奶被出具告知书
现象提出批评，认为是苛责。理由是，在地铁
上，人有口渴之时，不能一刀切禁止。

这种认知并非全无道理。由于连喝水也
不许，因此当该规定于 2014 年一经推出就引
起关注。当时，参与该新规决策制定的南京
市人大法制委相关负责人对澎湃新闻表示，
这一看似苛刻的规定，其实有着广泛的民意
基础。2013 年 6 月，在新《条例》立项之初，南
京市人大常委会委托国家统计局南京调查
队，针对“是否禁食、是否允许折叠自行车进
站、如何惩治逃票”等问题开展了为期 10 天
的随机问卷调查。在 3000 份有效样本中，有
高达七成多的受访者（71.33%）同意不允许
在地铁站内饮食。老实说，笔者也是“禁食
派”一员。

看上去补水、饥饿时进食是应对人体不
时之需，但在何处进行，大有讲究，那种因为
在地铁车厢喝水被呛、吃韭菜盒子把人熏得
无处可逃的行为，令人既担心也反感。

实际上，地铁车厢严禁饮食也是通行规
则。正如当年澎湃新闻所报道，2009 年 7 月
起，新加坡加强取缔地铁吃喝的现象，每天
都有工作人员巡视车厢，对禁食违例者当场
开罚单，罚款在 30 元到 500 元新加坡币不等，
折合人民币约 150 元到 2500 元。香港铁路条
例也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港铁付费区内饮食，

违 者 最 高 可 罚 款 2000 元 港 币（约合人民币
1600元）。

如果说在条例立项时广泛讨论、争论并
不多余，那么，在条例落地之后，“处罚”就已
经成为正当的执法行为，无可指责。在现有
规定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有不同意见也
只 能 保 留 。 否 则 ，如 果 总 是 希 图“ 法 外 开
恩”，规矩也就会成为一纸空文。立法层面
当然有听取民间呼声从而考虑是否修法的
必要性——事实上，北京确曾在 2014 年就相
关条例征求意见时删除过“禁食”规定——
但只要禁止饮食的规定一天不消除，乘客就
一 天 不 可 逾 矩；况 且 ，南 京 地 铁 的“ 执 法 风
格”是颇为温和的。而这也正是笔者有话要
说的地方。

在南京地铁车厢，喝水吃东西、外放超
大 音 量 等 行 为 不 能 说 普 遍 存 在 ，但 并 不 鲜
见。我多次见过工作人员提醒行为人戴上
耳机或者降低音量、阻止吃喝食物，但也多
次发现，对于这类行为，亦有长时间无人过
问 的 情 况 。 倒 是 有“ 路 人 甲 ”路 见 不 平 ，大
声呵斥过以不自觉行为扰民的人。就此而
言，地铁方面工作并没有做到位，或者说没
有保持一种高效的管理模式。偶尔发出告
知单，也是基于这种管理缺失情形下的“选
择性执法”。

尽管执法人员开具告知单的主要目的是
对乘客进行普法宣传，引导乘客自觉遵守文
明乘车秩序，同时也是震慑此类行为，但必须
承认的是，这种偶尔执法的效果有限，威力可
想而知。

换言之，地铁处理手段不是像一些网友
说的那样过于严厉了，相反，有时显得还不够
严厉。法规的价值在于落实，如果那些罚则
只是挂在墙上，极少实施执行，那就既不规
范，也难以形成震慑力。以至于，所谓“罚单”
因特别稀缺，反而让人感到惊诧。有人说，少
数人的需求不应该被忽略。这样的声音值得
聆听，但法规和法律一样，是刚性的。我们可
以在现实场景中，设法对一旦不及时饮食就
会陷入极大困境的人予以帮助，但不能无视
法规的存在，漫谈“特殊需要”。

（作者系知名媒体评论员）

地铁车厢喝水被开“罚单”，到底是不是苛责？
地铁车厢内喝水或喝茶，是再正常不过

的事，有些人是带矿泉水，有些人是带保温
杯。刚看到这条新闻，我都不敢相信，觉得是
夸大了，专门去网上查，结果真有这回事。

我注意到，南京地铁的工作人员，给喝水
的女士开的是“轨道交通禁止行为告知单”，
因为是初次，并没有罚款。但是，这不能说南
京地铁是人性化的、宽容的。即便这次不罚，
不代表以后不罚，市民的正当行为不应该被
污名，是非要辨析清楚。

南京地铁的规矩的确非常严。按照《南
京市轨道交通条例》，禁止“在列车车厢内饮
食”，立法目的是，避免第三十八条规定的“影
响轨道交通公共场所和设施容貌、环境卫生、
运营秩序”。违者，要被“警告或者罚款 20 到
100 元”。饮，也包括喝水。具体来说，南京地
铁给出的理由是：主要考虑到在地铁上喝水、
饮料等时如果水滴洒落到地面，容易使乘客
滑倒，也担心会招来虫子咬断电路，影响行车
安全。

凡事皆有联系，但不能乱找因果关系。
水会招来虫子，虫子会咬断电线。那高铁怎
么办？其他城市露天行驶的轨道交通怎么
办？水会让乘客滑倒，那下雨天地铁还要不
要运营？这都属于极小概率的因果关系。水

洒出来，本身就是小概率的；洒出来很多，概
率更小；洒出来后，很快就会干，在这么一小
段时间内，恰好有人摔倒，这更是小概率中的
小概率；摔倒了，引发严重伤害，那更是小概
率中小概率的小概率。规矩不能建立在小概
率上。车速超过 120 公里，造成伤亡的概率
是在地铁上喝水的很多倍，但人类不会禁止
高速。如果有人故意倒水，那与喝水无关，属
于另外的条款约束，就像用菜刀切菜和杀人，
是两回事一样。所以，从立法逻辑来说，扩展
到饮水，并不符合立法目的。水、茶这些解渴
的东西，和一般食品不同，和酸奶、豆浆不
同，和油条、大饼不同。哪怕最严肃的场合，
也没人禁止喝水。

最严肃的场合，坐在空调屋子开会审议
条例，都可以随时喝水，市民夏天在地铁上喝
个水又怎么了？涉及民生的立法要有体恤之
情，要有常识，要有同理心、同情心，不能高
高在上，拍个脑袋就给市民立个规矩，就罚
款。生活本已艰难，夏天奔波在城市，匆匆在
地铁关门前跑进车厢，终于坐下来，觉得口
渴，喝口水。无论如何，这不是错，这不应该
是违规的。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专栏作家）

该网友此前发布的视频显示，一位工作
人员在地铁车厢中，对该网友开出了《轨道交
通设施内禁止行为告知单》，网友在告知单上
签字确认。告知单第七条显示，在列车车厢
内禁止饮食。南京地铁到底让不让喝水？南
京地铁回复记者称，如果是身体不舒服比如
需要用药，这种情况是可以喝水的。

许多网友此前就认为南京地铁“是一条
非常有特色的地铁，它被认为是国内最严格
的地铁”，“因为车厢内不仅有工作人员巡
逻，连喝水都要罚 20 块”。翻查 2014 年 7 月
出台的《南京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可见第
三十八条：在车站或者其他轨道交通设施内，
禁止下列影响轨道交通公共场所和设施容
貌、环境卫生、运营秩序的行为，其中第六项
就是“在列车车厢内饮食”。

如果单独读此项，“饮食”二字当然就包
括吃喝一切东西。何况管理人员是无法现场
分辨乘客喝的是水抑或非水，统一不让喝，就
是为了执法管理的便利。但是如果联系第三
十八条的禁止的其他条款，比如“吸烟、随地
吐痰、便溺、吐口香糖，乱扔果皮、纸屑等废
弃物”“乞讨、卖艺、躺卧、捡拾废旧物品”，这

就可以看出立法的原意，应该就是为了卫生
和秩序出发的，是为减少对他人侵害而来的。

可见条款中“饮食”之意，和上述的行为
并列，应该就是狭义上那种容易引发空气异
味和卫生污染的饮食，比如吃羊肉串、酸辣
粉，喝啤酒、吃雪糕之类。因此，客服解释的

“喝水洒落到地面，容易使乘客滑倒，会招来
虫子咬断电路，影响行车安全”，可能就是一
种自由发挥和过度诠释了。

该条例是 2014 年 4 月 30 日南京市第十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制
定，2014 年 5 月 28 日江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的。当
时，在市民中已经引发热议，如今再起波澜，
人大方面是负有释法的责任的。

面对社会的质疑，面对纷扰了近十年的
争议，有关方面可以选择坚持条例不改，但不
能选择沉默或者让基层任意解释。法律的权
威是建立在社会普遍认同基础上，否则就无
法形成普遍性规范，甚至有违国内外通行的
地铁行为习惯。无视人的生理需求，机械执
法、机械解释，即使能罚款到位，也无法说服
人心。

涉及民生的立法要有体恤之情 □刘远举

地铁不让喝水，自由诠释无助规范服众 □戚耀琪

既有明文规定，有何不能罚的？ □刘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