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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浦听风

悲情“对跪”难解城管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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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过大事儿”
人人是“主家”

□尔冬

【新闻背景】近日，一组照
片在网上热传：一名身穿“城管
执法”背心的城管执法队员与
一名摊贩面对面跪着，旁边站
满了围观的市民。“当天下跪时
没考虑太多，就是感觉对方年
纪比我大，他跪在我面前肯定不
合适，所以我也只能跪下。”昨日
下午，38岁的曹祥超说，最近两
天，他又看到了这名下跪的摊
贩。“他不知从哪儿搞了一辆小
车，继续占道卖菠萝。”曹祥超
说。（见本报今日B03版报道）

不容易，都不容易。
有人说，城管和小贩早已不

是过去“黑猫警长”和“一只耳”
的关系，经常像是美国动画片
里“汤姆猫”和“杰瑞鼠”的关
系——猫抓不到鼠，还经常落得
个遍体鳞伤、人人喊打。

城管被吓得“对跪”，从个人

情感上说，是一种自然的过意不
去——“感觉对方年纪比我大，
他跪在我面前肯定不合适”。

“对跪”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策
略，防止自己被妖魔化的城管
形象笼罩的策略，所以跪下以
证清白。

作为个体，城管其实并不比
小贩强势多少。下跪作为一种

“以退为进”的手段，将个体的遭
遇醒目化、社会化，成为双方共
用的一种行为艺术，透着浓浓的
悲情。

那些暴力执法事件中恶城
管的罪责不能被抹去。问题是，

“城管叫嚣打小贩，小贩持刀向
城管”的魔咒，或者“你示弱，我
表现得比你更惨”的“较量”，都
无法让城管和小贩的对立得以
纾解。

小贩和城管，都有权利获
得更有尊严、更有规则的工作
和生活。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13日、14日，我市
各主要景区（点）共接待游客112.71
万人次。我市到处热闹非凡，人气
高涨，众多爱心市民关注并积极参
与志愿活动。（见本报昨日A02版至
A05版报道）

笔者想先分享近日自己看到的
两个场景。

中国国花园门前。一个外地家
庭看完牡丹后欲赶往下一个目的
地，向一名开车的洛阳市民打听乘
车路线，后者热情相邀，让一家三口
舒舒服服地搭顺风车——“走，小事
嘛，咱顺路！”

定鼎立交桥东公交车站。一名
女游客要乘公交车到龙门石窟，可
不知乘车路线，正在站台等车的
一名市民为她详细讲解了乘车路
线——“这车我常坐，可熟悉！”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在关林门前广场，一个个中学

生端着杯子，仿佛可爱的“小蝴蝶”
穿 梭 在 游 客 之 间 ，一 句 句“ 请 喝
水”，可爱与真情如清泉滋润着游
客的心。

在连霍高速洛阳站，志愿者将

地图免费送给一辆辆外地观光旅游
车和私家车，“生意”好得很。

…………
面对远道而来的众多游人，我

们的城市正敞开温暖的怀抱迎接他
们，众多市民也向客人传递着善意
和温情。这样一个个场景、一件件
小事，暖了客人的心，也让咱们这些
洛阳人感觉很舒坦。

办牡丹文化节，是洛阳在“过大
事儿”，是洛阳人在“过大事儿”，面
对外地游客，每一名洛阳市民都是

“主家”。
人外出旅游，来到一座陌生的

城市，在满怀期待的同时，难免有
些茫然，甚至有些警惕。此时，假
如能得到一些帮助，或者一个善
意的提醒、微笑，他对这座城市和
城中人的好感，一定会是真挚而
持久的。

遇到问路人，咱热情相待，还
可以顺便向他们介绍附近的景点；
游客遇到麻烦，咱帮着打一个求助
电话……

如果说牡丹的魅力是“硬道
理”，每一名洛阳人的真诚就是“软
实力”——满城锦绣，洛阳使人向
往；温暖人情，古都让人留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