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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史奉楚

近日，浙江诸暨市法院通报
一起案件。65岁的楼某某到某超
市购物，结账后“顺走”蔬菜被发
现。超市负责人让楼某某到超市
二楼办公室接受调查，几分钟之
后，楼某某突发疾病。楼某某为
此起诉超市索赔15万余元。法院
审理认为，楼某某有错在先，超
市对楼某某进行初步调查、口头
教育并无不当，在其病发后已尽
到了积极施救义务，并无过错，
故驳回楼某某一方的全部诉讼
请求。楼某某上诉后，绍兴市中
级法院维持原判。

购买商品要付钱，不付钱就
将商品“顺走”的行为不仅不符
合交易规则,更可能涉嫌盗窃。这
是再朴素不过的道理，是妇孺老
幼皆知的常识。涉事老人购买商
品时“顺走”其他商品的行为明
显存在过错。超市为挽回损失，
先行“盘问”调查疑似盗窃者的
行为并不存在过错，属于应受法
律和习惯所保护与认可的自助
行为。所谓自助行为，指权利被
侵害的人，在不能及时请求公力
救济或者公力救济尚不及时的
紧急情况下，凭借自己的力量来
恢复权利的行为。只要自助行为
的手段被社会公德、习惯和公序

良俗所认可，没有超过必要限
度，就应予以认可和鼓励。

认可自助行为，有利于及时
制止不法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
减少被害人损失，形成良好的社
会风气，提升公众安全感。比如，
人们在大街上发现钱包或财物
丢失或被盗时，如果当即发现了
捡拾人或窃贼，自然可以先行阻
拦其离开，问清其身份再报警，
甚至可以直接将被窃取的财物

“夺回来”。当然，先行报警的做
法也没有不当，但等到警察到来
时，窃贼可能已逃之夭夭，不仅
徒增破案难度，也会让违法者更
加嚣张。

对“顺走”别人财物者来说，
自觉配合失主的自助行为才能
减轻其法律责任。有错在先的

“顺走”财物者处于道德劣势地
位，失主有权对其“盘问”调查。
即便在接受“盘问”时发病，也
不能怪罪失主的自助行为。表
面看来，超市的“盘问”行为在
先，老人的突发疾病在后，但时
间上的先后顺序不必然代表法
律上的因果关系。在某种意义
上，“顺走”超市物品才是涉事老
人发病的主要原因。老人“顺走”
物品在先，超市“盘问”行为在
后，且“盘问”时并无过激行为。
不能因为涉事老人发病了，就认

为超市的“盘问”行为具有过错。
法院向无理诉求者说不的

裁判，既生动地诠释了公平正义
理念，维护了守法者和依法维权
者的正当权益，又彰显了任何人
都不得从其违法行为中获利的
现代法治精神。与此同时，也向
社会释放出这样一个信号———

“谁弱谁有理”“谁闹谁有理”已
经行不通，谁有过错谁就得承担
不利后果，守法才是维护自身权
益的最好武器。

葛一家之言

做好心理疏导，让公交“方向盘”不失控
□本报评论员 朱文龙

近日，贵州省安顺市发生的
公交车坠湖事故，牵动着国人的
心。惨剧发生不久，交通运输部安
委会就印发《关于贵州安顺公交
车坠入水库事件的警示通报》（以
下简称《通报》），指出严禁心理不
健康、身体不适应的驾驶员上岗
从事营运。随后，贵州省交通运输
厅也出台了“8个立即”措施，提出
要坚决防止交通运输领域再次发
生重大以上突发事件。

21条生命以这样的方式告别
世界，任谁都会觉得痛心。惨剧发

生的原因，虽然目前仍在调查之
中，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
保护好“掌握方向盘的人”，是实
现公交安全运行的基础与前提。
而这也正是《通报》和贵州“8个立
即”所释放出的重要信号。

事实证明，保护“掌握方向盘
的人”，不能忽视驾驶人员的心理
健康问题。正因如此，《通报》指
出，公交企业除了要密切关注驾
驶员身体状况，还要关注公交司
机心理健康状况。贵州省“8个立
即”措施提出，“立即研究建立公
共交通、班线运输驾驶人员心理
疏导机制，定期组织开展心理疏

导服务，保证驾驶人员心理健
康”。由于公交司机长期处于高度
紧张状态，经常会遇到驾驶疲劳
的情况，生理上的不适会让司机
的心理压力加大。一旦控制调适
不当，情绪“地雷”就容易爆发，成
为公共交通安全隐患。无论是《通
报》，还是“8个立即”，都把公交司
机的心理健康问题提升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相关部门和公交公司
理应引起重视，并积极行动起来。

应该看到，个别公交司机出现
心理问题，沉重的工作压力也是一
个重要因素。有些公交企业对司机
的考核方式与管理手段比较“粗

放”，对公交司机造成了较大的心
理压力。为此，公交公司不仅要加
强对公交司机的心理检测和疏导，
还要让考核与管理更加人性化，尽
可能为公交司机创造出相对宽松
的工作环境，减轻其心理压力。

事实上，公交司机所遇到的问
题，在其他公共服务窗口也比较常
见。有调查显示，许多窗口服务人
员存在职业倦怠问题，约有半数以
上人员存在负面情绪无法疏导、失
眠健忘等心理问题，很多人抱怨窗
口服务“吃亏受累不讨好”，千方百
计想离开工作岗位。对于这些问
题，相关部门也应予以重视，要对

公共服务窗口人员进行定期心理
疏导，使其掌握应对压力和解决心
理问题的方法技巧。

此外，公众也应为公共服务人
员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与人交往
就像山谷的回音 ,你发出的是什
么声音,反馈的也是同样的声音。
梳理相关报道不难发现，许多不
应该发生的争执与悲剧，都与个
别人不讲文明、不守规矩有关。
去年发生在重庆的公交车坠江事
故便是典型的例子。为此，大家应
设身处地，对公共服务人员给予足
够的理解和尊重，积极营造和谐友
善的社会风气。

公交公司不仅要加强对司机的心理检测和疏导，还要让考核与管理更加人性化，尽
可能为公交司机创造出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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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顺菜”老人无理起诉让正义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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