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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上的早操：昨日早上，市民鲁先生
沿着工人路去绿城广场，可刚走到工人路
伊河路口，就听到一阵嘈杂声，原来是该路
口的西南侧，一家理发店内放着动感音乐，
店内 10多名员工站在人行道上，随着音乐
在做早操，而且还喊着“嘿嘿”的口号，本来
就不太宽的人行道被挤占得严严实实，鲁
先生只好走到快车道上。刚走过路口，发
现有一支队伍跑来，大约20人，是一群穿着
紫色上衣、白色上衣的小伙子，在一个穿黑
色外套的男子的带领下，整整占了一个快
车道，边跑还边喊着“精益求精”、“努力创
新”等口号，还喊出一个酒店的名字。本来
就车道不多的伊河路，在早高峰时变得更
加的拥挤。

“到底是锻炼还是搞企业宣传？真
是扰民。”鲁先生给本报热线打电话抱
怨，不少商家为了招徕顾客，往往在门口
放两个大音箱，朝人行道大音量地播放
着歌曲，只为提醒路人他的存在，希望行
人驻足一观。响彻半条街的音乐却严重
影响了附近居民的生活，尤其有的时候

一条街上商户多了，多少个喇叭混杂在一
起，惊得路人心跳加速。据记者观察，这样
的马路出操每天都有很多，多集中在饭店、
酒楼、美容院门前。

锻炼是好事，可每天都占用公共道
路，还大喊口号、大放音乐，这种行为就不
合适了。

昨日，记者向中原区执法局法制科进
行咨询，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像在固定场
合例如理发店、饭店门前放音乐做街操扰
民的，执法局可以前去查处、协商，做到尽
量不扰民。而在马路上集体出操、喊口
号、占用机动车道的这种行为，可以与各
区执法局指挥中心联系，有专人巡逻进行
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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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郑州市颁布“禁鸣令”的第 11 年，城市的交通噪声明显降低，
“外地车来郑州，一看街道上的禁鸣标志，就知道郑州不能鸣喇叭。”一位
郑州的老交警说，二七广场也在前不久设立了一个分贝仪，就是为了尽量
控制噪声污染，保证一个良好的环境。但是作为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请
想一想，你的声音是否影响了周围人。

晚报记者 王菁 张华 实习生 李江/文 晚报记者 马健/图

震耳的移动音响：相信许多市民都有
过这样的经历，在路上走得好好的，突然就
有一阵“旋风”从身边疾驰而过，同时伴随
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声。有的人为了展示个
性，不惜花大力气在电动车上装上大功率
音箱，行驶时一定是风驰电掣，只“雷”得路
人纷纷侧目。

品位用这种“扰民”的方式展现，只怕
再好的曲子也变成了“恶俗”。采访中，不
少市民呼吁，希望通过本报的报道，号召大
家在培养个人爱好时不要干扰他人。

公交车上的大嗓门：昨日，记者乘坐
BRT上班，车内有车载电视节目，乘客多数
都在欣赏，车内环境很不错。中途停靠站
点时，上来一名正在用免提打电话的男青
年，“喂？你说的啥呀？我在车上马上到
啊。”他的大嗓门震得乘客们无不侧目。本
来正眉飞色舞接电话的男青年顿觉不好意
思，红着脸用手捂住手机，并摁掉免提，压

低声音接电话。
当你在公共场合，尤其是身处一个相

对封闭的空间时，打电话请将声音放低。

协管员的委屈：昨日上午，记者在嵩山
路上采访一位交通协管员，问他工作中遇
到的最困难的事是什么？协管满肚子委
屈：“有的市民被劝下来以后觉得没面子，
就会张口大骂。”个人形象也代表着城市形
象，违反交通规则被劝阻，本就应该诚恳认
错，张口骂人的人，有没有想过协管员是对
你的生命负责呢。

接电话的愤怒：记者曾在陇海路上看
到一名年轻姑娘很气愤地数落电话那头的
人，污言秽语不堪入耳，音量甚至盖过了车
水马龙。

大排档的风景：郑州人爱吃夜市，大排
档的红火就说明了这一点。可是也有些不
和谐的场景，酒过三巡，不少男同志就开始
光着膀子扯起大嗓门吆五喝六起来。

很多消费者想把汽车声音改造得更“刺激”，却不知道，这可能带来不少污染。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