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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之眼”的
“火星撞地球”

□ 华 翔

“海珠之眼”可谓近两周来最火的社会新闻之
一。8月3日，广州珠海涌大桥正式开通。桥中间
的凹陷处保留了一处民房，被双向车道环形包围。
航拍镜头下看形似一只眼睛，被网友称为“海珠之
眼”。然后，炙手可热的网红打卡地新鲜出炉了。
媒体报道，一天有上万人前去参观这个难道一见的

“景观”。
“火星撞地球”则是指对这则新闻截然对立的

两类观点。先说“地球”。大多数媒体的评论，倾向
一致，譬如《网红“桥中房”折射法治之光》《广州“桥
中房”，体现对物权的尊重》《“不强拆”，我为广州拍
烂手掌！》。既然是“地球”，地球人都知道，这具体
的观点内容就不多说了。但随着新闻的持续发酵，
包括“桥中房”业主、当地住建局相继发声之后，舆
论不再完全“一边倒”了，譬如《网红旧屋“海珠之
眼”，住户与建设方，有错吗？》《还是期待“海珠之
眼”圆满解决》《“最牛钉子户”竟成网红打卡地 未
来拆迁博弈能否走向规范？》。最终，“撞地球”的

“火星”来了。这评论题为《从“海珠之眼”中，让我
们看到了权力的任性！》。

因为是“火星”，所以简要摘录如下：“很多人都
认为没有‘强拆’，肤浅的认为这是‘进步’！但是，
我们从这个‘海珠之眼’中看到的是，修建大桥‘撇
下’一户不拆，而不是‘绕行’！如果是绕行，大桥就
应该要么左侧走，要么右侧走，而不应该把居民的
合法房子‘夹’在中间。这种做法，并不是尊重百姓
合法财产，明显是‘我有权拆，我也有权不拆’的任
性……第一，大桥建设侵犯了这户居民的相邻权
……第二，动迁与改道的成本有谁计算过……如果
有‘钉子户’不愿意签订协议怎么办？依法征收！
走法律程序，而不是强拆。走完法律程序之后，在
法院判决之后，依法拆除……作为负责征地拆迁的
主体，如果因为修桥征地，依法拆迁中做不通一户
居民的工作，我们认为这不是人民群众思想落后、
不是人民群众刁蛮无理，而是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
的工作方法和工作能力有限。”

评论《广州海珠涌大桥“海珠之眼”业主：我们
不搬走不是为了钱！》一文中亦有言：“从另外一个
角度看此事件，就显得不正常、不和谐。‘桥中房’事
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不利影响是难以计算的，
谁该对此负责呢?拆迁方及有关部门是否穷尽了一
切合理方法和建议，真心诚意来解决这个问题，值
得商榷。”

其实，“地球”也好，“火星”也罢，都是在说社会
治理的进步问题。只不过，一个是说我们已经进步
了多少，另一个则言我们还需要进步更多。而从这
个“火星撞地球”式的舆论风波中，我们更可以感
悟：社会治理，或者放眼于更大范围的“做事”，都须
有“三得”：

其一，受得了批评。舆论的多元化已成为当今
社会必须正面的现实。一件事情多种解读甚至是
观点对立，将会越来越成为新闻传播的常态。要听
得了表扬，更要受得了批评。别人再怎么说，自己
的事必须去做，而且要努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其二，经得起检验。时代在不断发展，社会在
不断进步。对“办好事情”的解决方法、判断标准也
在与时俱进。这样的形势下，如何让“做事”经得起
检验，最根本的就是拷问初心。共产党人的初心就
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回到“海珠之眼”
的新闻，就是当初是不是“真心诚意来解决这个问
题”。

其三，用得好沟通。特别是要善于同群众沟
通，能知民心解民意。既包括“做事”时与工作对象
的知民心解民意，也包括“出事”后对社会舆论的知
民心解民意。埋头做不说，不对；说不清道不明，更
不应该。事实上，“海珠之眼”形成舆论风潮后，有
关方面回应虽及时却还是言之未尽。各执一词，无
法澄清，舆论怎会停息！

环卫工人张阿姨：
头顶烈日为城市“美容”

近日，热浪滚滚，烈日灼人。
在这个高温“烤”验的季节里，仍然
有那么一群人，身穿帆布反光背
心，脚踩滚烫的马路，背对烈日，迎
着热浪，挥汗如雨，每天在固定路
段来来回回，以自己的辛劳扮靓城
市，方便大家的生活。他们就是

“城市美容师”环卫工人。
10日下午 3点多，在檀山路冠

城国际路段上，61岁的环卫工人张
阿姨穿着橘红色的马甲，头戴太阳
帽，正在清扫路面垃圾和落叶。裸
露在外的皮肤黑红发亮。从上到
下的衣服，整个湿漉漉的。“早上 5
点出来到中午11点，除了中午休息
2小时，基本上全天都在马路上保
洁，偶尔累了就在树荫下稍微歇一
歇，然后起身继续清扫马路。”她告
诉记者，自己主要负责檀山路冠城
国际两侧 1公里左右的道路清扫。
2升的“巨无霸”水壶，她每天至少
要喝掉两三壶。“天太热了，只能多
喝水了。也不用担心上厕所，因为
全部发汗到身上去了，衣服被汗湿
了一遍又一遍。”张阿姨抹了一把
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弯腰、清扫、起
身，看似简单的动作，一天要重复
上千次，忙个不歇。

“我每天的任务就是保持这条
道路，以及两边人行道绿化带干净
整洁。说实话，现在市民的素质比
以前要好很多，路面垃圾少，主要
是落叶。但我负责的这一带，银行
多，办业务的人也多，绿化带里时
不时有车主随手扔出的垃圾。我
就看不得这些垃圾，一旦有了就要
去清扫或捡出来，不然就会像眼睛
里进沙子一样难受。”稍微休息一
下后，张阿姨猛灌了几口水，便一
手拿着扫帚，一手拿着畚斗，将路
上的纸屑、树叶等垃圾麻利地清扫
进畚斗内。

马路上马路上，，““暑暑””你最美你最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贺莺贺莺 谢勇谢勇 花蕾花蕾 笪伟笪伟

时下虽已立秋时下虽已立秋，，““秋老虎秋老虎””却开始大肆发威却开始大肆发威。。连日来连日来，，我市气温不断攀升我市气温不断攀升，，不少市民表示一出门就像不少市民表示一出门就像““蒸桑拿蒸桑拿””。。
然而然而，，当很多人在空调房里避暑降温时当很多人在空调房里避暑降温时，，却有这样一群人却有这样一群人，，头顶烈日头顶烈日，，在马路上挥汗如雨地辛勤工作在马路上挥汗如雨地辛勤工作。。今天今天，，我们将镜头聚焦在这些我们将镜头聚焦在这些

高温下的劳动者身上高温下的劳动者身上，，一起向他们致敬一起向他们致敬！！

瓜贩彭师傅：
将来肯定会越来越好

11 日傍晚 6:30，恒运路某小区门
口，49岁的彭师傅站在自己的卖瓜车边
已经快 8个小时了，车上躺着 20几只胖
乎乎的大西瓜，被遮阳网半盖着。“今年
雨水大，西瓜不怎么卖得动啊。”彭师傅
看上去有点发愁，天气闷热，大红色的
旧汗衫上已经积了一层盐霜。

当天早晨 7点，彭师傅就开着小卡
车，载着半车西瓜，来到距离出租屋3公
里的路口，这是他的第一个出摊点。“中
午老太婆把饭烧好了，我回去吃个饭，
下午两点多钟再出来，找个稍微阴凉的
地方，摆到 5点钟，就来这边，等下班回
家走这边走的人，能来买个西瓜。”车上
的西瓜只有一个品种“宁夏硒砂瓜”，个
头特别大。两名分头骑着电动车过来
的市民看着西瓜有点发愣，彭师傅赶紧
说：“可以买半个。”两人互相商量了一
下：“我们合买一只吧。”半个加半个，14
元、12元。

“这批瓜是几天前儿子开车到盐城
进过来的，都是夜里去进货。之前几乎
天天下雨，每天最多卖个小几百块，赚
的钱吃饭够了。”彭师傅憨憨地一笑。
他告诉记者，自己一家从安徽到镇江已
有 15年，如今，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女都
在这里。一大家子人勤勤恳恳地做生

意，一年四季换着品种卖水
果，如今，儿子在附近买

了一套房子，还租了
个门面做食品生

意，算是在镇江
安了家，“门面
房成本高，我
就 摆 在 车 上
卖 ，我 习 惯
了，拉着水果
四处跑，哪边
人多就去哪边
摆摊。”

彭 师 傅 说 ，
刚来镇江的时候，

自己卖过煤球、还买过
车子跑物流，这几年开始

做水果批发零售，早两年生意还可
以，可今年上半年的疫情，加上接连几
个月的雨水天气，生意比往年清淡了好
多。

7:30，被地面热气蒸得满脸通红的
彭师傅，把当凳子坐的白色塑料桶收到
车上，拽了拽被汗水浸湿的衣服，说：

“这边差不多了，下班的人都到家了，我
去吾悦广场附近看看，那边人要多起来
了。这几天渐渐热了，西瓜一天天的卖
得多起来了，马上秋天，水果品种也多，
肯定会越来越好的。9月份，孙女就要
在丁卯上小学一年级了。”

（摄影：贺莺 谢勇 笪伟）

骑手老徐：
夏天不可或缺的人

一到气温飙高，很多人待在家
里就不爱外出，在家靠空调续命。
日常采购靠网购，吃饭家里也不开
伙，外卖成了经常之选，快递小哥
和外卖小哥当然就成了最受欢迎
的人。

夏天一到，快递员老徐又黑瘦
不少。老徐的身材一直保持得很
好，送快递十几年了，他一直偏瘦
——“干我们这行的，一天到晚跑
个不停，这种天气，身上汗就没干
过，吃多少都攒不下肉。”老徐原来
是中学老师，上世纪九十年代辞职
下海，几经周折，后来干了快递这
行。“夏天是最难熬的，取个件有时
要爬几层楼，一天下来，衣服不知
要湿几次。我现在已经不太跑得
动了，公司有的能跑的小伙子，一
天能跑 300多件，我现在一天只能
跑 100多件。”11日晚上 7点，因为
寄快递的事我再度联系老徐，他在
仓库里打包，仓库没有装空调，而7
点之前就已上岗的老徐，此时工作
已经超过12个小时。

叫了一份外卖，下单半个多小
时，外卖小哥的电话就到了。下楼
拿饭，外卖小哥的头盔下汗顺着脸
颊一直流到脖子上。张云飞是
斜桥街一带的美团专送，今
年25岁的他刚当骑手不
久。原先他开着一家
炒货店，因为疫情影
响，加上气温升高，
炒货销量下降，4
个月前他关了店
开始当骑手。每
天十点开始工作，
一直到晚上九点
才结束，正常一天
可以跑三四十单。
除了下午吃过午饭后
可以休息一两小时，他
基本上都是在街上送外卖
或待命。

今年夏天雨水多，穿着公司配
备的雨衣，雨衣不透气，里面的衣
服一直是湿的。有一次他无意中
一看手吓了一跳，手上的皮肤被雨
水汗水泡得发白，“像游泳池里泡
了半天的效果。”高温天气下送外
卖要靠意志来坚持，最近让他崩溃
的一件事是顾客填错电话号码，他
把外卖按时送到地点，按门铃，没
人应，打电话，是空号。等了 20多
分钟，联系不到顾客，他只好向系
统报异常，然后把食品送回商家。
一顿忙活，最后一分钱挣不到。

体会到职业生涯不易的张云
飞希望顾客认真填联系方式，点了
外卖再留意电话，不要太苛责送到
的时间，“这种天气下一直绷紧神
经一路赶，真的太辛苦了。”

交警郑潇：
让市民都能出行平安

11日早晨 7点半，镇江交警支队
京口大队的郑潇就来到大市口路口，
上岗执勤。高温季节以来，他和同事
每天工作 12个小时以上。在强烈的
太阳光下，站了不到 10分钟，汗水就
随着他的脸颊滑落了下来。记者看到
他脸色通红，两个胳膊都被太阳晒得
黑黑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地面的热
气，不断蒸腾而上。

跟随路口红绿灯信号，郑潇不断
地做着手势，指导着路口车辆迅速通
行，没过多久，背后的警服也被汗水浸
湿。“每天的早高峰和晚高峰，我都要
上路执勤，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
又湿。”他说，已经习惯了每天上路执
勤的工作。不管日晒雨淋，保持道路
的畅通和路面的安全，就是自己的职
责。

到了上午 9 点，结束路面执勤的
郑潇，又和同事开车前往禹山路，对过
往的货车进行检查。烈日下，他和同
事们来回走动，检查车辆装载情况，司
机证照，并不断沟通。在两个多小时
的检查中，他们查获多辆超载、超限的
车辆，其中一辆运送沙石的货车，核载
25吨，却超载70%之多。

下午 3点左右，户外 30多度的高
温，郑潇接到出警任务。在江滨医院
门口，一辆出租车与一辆私家车相撞，
造成车辆、隔离带受损，交通拥堵。郑
潇迅速赶往现场，先是疏导交通，然后
现场测量、拍照，及时处理事故。汗水
再一次湿透了他的脸颊和后背……

郑潇告诉记者，近期他们还冒着
高温，经过 4天的巡查、蹲点，查到了
一辆套牌车，车上查处枪支、刀具、毒
品等大量违禁物品。目前，嫌疑人已
经被控制。“最近我们还有一个工作重
点，就是纠正非机动车违章，对逆行、
带人、不戴头盔的电动车驾驶人员进
行宣传、劝说……”

采访中，记者感受到，郑潇工作非
常认真、敬业。从警 7年的他，四次受
到嘉奖，曾获评“优秀公务员”“优秀党
员”。仅今年就获得“最美青春逆行
者”“抗疫好青年”“镇江好人”“京口好
人”等多个荣誉称号。

郑潇说，不管高温，还是暴雨，他
和同事都一直“在路上”，希望通过他
们的努力，让市民都能出行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