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考试季，欢迎您参与。有什么困惑、经验，大家一起来说说。
来稿请寄：lywbpl@163.com。

养宠物要有爱心
更要有公德意识

近日，多名居民反映，小区里宠
物狗太多，除了影响他人休息，还污
染环境，有时电梯门一开就能闻到
狗尿味儿……

如今，养狗成了一种时尚。每
逢早上或傍晚，无论是小区的绿
化带，还是小广场，都能看到几
只 狗 狗 ，身 材 各 异 、品 种 丰 富 ，
有的嬉戏打闹，有的东奔西跑，
狗的主人则站在一旁或休闲，或
聊天。

在喜欢养狗的人眼里，这些小
生命活泼可爱、通人性，给生活带来
了无限乐趣，它们是家人，是伙伴。
然而，宠物狗“扰民”“伤民”的事时
有发生，甚至成了邻里矛盾的导火
线，于是，在另外一些人眼里，狗狗
意味着冲突，意味着麻烦，养狗就是

“养患”。
“狗患”看 似 是 人 与 狗 的 矛

盾，实际上是养狗规定和不文明
养狗行为的矛盾。一句话，狗之

患就是人之过。一些人只强调养
狗的自由，只顾宠溺自家狗狗，却
无视公共卫生及他人的权利，漠
视相关法规。

爱狗、养狗确是个人的权利，应
该得到尊重，但他人也有不被宠物
狗骚扰的权利。养狗是权利，管好
它更是义务。确切来说，不少人反
感养狗，厌恶的不是宠物本身，而是
狗主人没有公德意识。

养狗不仅需要爱心、耐心，更
需要有公德意识。携狗外出时，
挂狗牌、栓狗链、携带垃圾袋（及
时清理狗狗的排泄物）……这不
只是为他人着想，更是一种对宠
物的负责与爱。

同时，市民公德意识的养成也
需要“他律”来助力，比如，增加监控
手段，提高《洛阳市养犬管理办法》
的约束力；比如，增加一些遛狗的场
地，为人们清理粪便提供便利等。
这样，养狗才不必成患。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狗患”看似是人与狗的矛盾，实际上是养狗规定和不文明养狗
行为的矛盾。一句话，狗之患就是人之过。

□梁正

高考开始了，空气中弥散着一种
紧张的味道，有学生紧张，有家长紧
张，也有教师紧张。这虽在情理之
中，但也未必非如此。

自恢复高考制度以来，高等教
育已经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精英教
育迈向大众教育，不以高考论英雄，
人生精彩各不同。

前段时 间 ，有 媒 体 对 过 去 20
年多省市的高考高分学子生活现
状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些当年的

“学霸”们很大一部分已经失去了
当年的光环。相反，不少当年高
考看似不太成功的学子，却成为
各个领域的精英、带头人。当然，
这个调查不能说明高考不重要，
但可以说明，高考不是通向成功
的独木桥。

如果说把人生比喻为一次万米
长跑，高考可能是第一个100米的终
点，也是接下来99个100米的起点。

因此，面对高考，无论家长还是学生，
都要冷静面对，理性看待。

“战术上重视”是所有考生应坚
持的原则。面对这样一场无硝烟的
战争，同学们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好
好应对。要明白，这不是跟他人在
竞争，这是在跟过去的自己比较。
是好是坏、是否有进步，总能在高考
成绩中有所体现。

与“战术上重视”相比，“战略上
的藐视”显得更为重要。无论什么
大学，所能提供的都不过是一个寻
求自我充实、自我发展的平台，不管
提供的平台如何，都决定不了同学
们的将来，真正决定同学们将来的，
只有自己的努力程度。

人生漫长。考生应将高考看成
对自己的一次历练和检测，家长、社
会更应该将高考看成孩子们的一次
成长经历，无论结果好坏，都应给予
考生鼓励和宽容。

不紧张，从容应对，拥有这样的
心态，高考便是成功了一半。

不紧张,便成功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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