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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西吉安市吉安县华莱士一门店
内，许多附近小区的老年人前往纳凉，未点餐
消费，长时间占用座位，有的人甚至脱鞋踩踏
座椅。店员无奈放喇叭提示：要聊天去外面
聊，这里不是老年活动中心。此事引起了网友
热议，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近日，K1373次列车突发事故导致脱线
滞留，事故造成车厢断电、空调停运，车厢内
的密闭、闷热环境让许多乘客感到不适，一位
乘客用安全锤破窗通风。铁路部门通报称已开
启80余个气窗通风并分发物资，但因“无站
台、夜间无照明”，认为“未达破窗紧急程
度”。最终该乘客被铁路公安批评教育，未受
法律处罚。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你怎么看？

本版稿件由AI创作工具豆包、Deepseek生成

这一事件折射出老龄化社会下公共资源不足、代际需
求冲突与商业空间社会责任的复杂交织。我认为需从权利
边界、公共服务短板、社会包容度三个维度理性看待，避
免简单归咎于某一方。

事件本质：权利冲突背后的结构性矛盾

商家权益的正当性：餐厅作为经营场所，是以盈利为
目的的，需要保证正常的经营秩序，有权拒绝非消费性占
用。长期占座导致真正想就餐的顾客没有座位，客流量下
降，营业额受到影响，这无疑损害了商家的利益。店员在
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用喇叭提示，也是一种无奈
之举。

老年人需求的现实困境：近期当地气温高达 38℃至
39℃，高温下老人聚集餐厅，深层原因是社区公共纳凉设
施匮乏 （如老年活动中心、社区图书馆等）。部分老年人
收入有限，难以负担空调电费，快餐店成为低成本避暑选
择。其行为背后是基本生存需求而非故意侵扰。

争议焦点：道德批判掩盖的公共短板

“蹭空调=占便宜”？部分网友批评老年人“道德绑
架”，但忽略其可能是公共服务缺位的被动选择。若社区
有充足免费纳凉点 （防空洞、公共场馆等），老年人未必
愿意承受商家驱赶的压力。

“商家冷漠”？商店承受租金、人力成本压力，长期被
占座可能导致经营困难。要求商家无偿提供公共服务，实
质是将政府责任转嫁给个体商户。

解决路径：平衡多方利益的实践探索

政府：补足公共服务短板是根本

盘活公共资源：开放防空洞、社区中心、图书馆等作
为纳凉点，配备基础降温设施 （如上海“爱心驿站”模
式）；发放高温补贴：向低收入老年人定向提供电费补
助，减轻居家降温负担；政企合作：通过减税或补贴，鼓
励商家设立“公益时段”（如工作日下午开放部分区域供
老年人休息）。

社区：建立弹性管理规则

分时分区管理：参考杭州部分社区与便利店合作，划
定“纳凉角”并限时使用，避开用餐高峰；文明公约引
导：联合老年协会制定公共空间使用守则，劝阻脱鞋、占
座等行为。

商家：柔性处理提升社会形象

提示语言人性化：将“驱赶式广播”改为“温馨提
示”（如“为您安全考虑，请勿长时间占用座位”）；设置
最低消费门槛：提供低价饮品 （如1元茶水），既保障基础
权益，也体现人文关怀。

公众：避免标签化思维

理解商家生存压力与老年人生活困境的并存性，拒绝
将事件简化为“为老不尊”或“唯利是图”的二元对立。

K1373次列车脱线滞留事件中，乘客破窗通风被批
评教育这一情况，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客观分析。

乘客的行为是在特殊情境下的自救之举
有其合理性

事发时车厢断电、空调停运，环境闷热，乘客身体不
适，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选择破窗
通风，是出于人的本能反应，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乘客的
行为也存在一定问题。破窗行为可能会带来安全隐患，比
如玻璃碎片可能会划伤其他乘客，也可能会对列车的结
构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后续的救援和运行等。若人人效仿
砸窗，可能引发踩踏或跳窗风险。铁路工作人员迅速用身
体遮挡破窗、隔离现场，说明秩序失控的潜在威胁确实存
在，而且铁路部门已经在采取措施进行处置，乘客在未充
分与工作人员沟通协调的情况下，擅自采取破窗行为，确
实不符合相关规定和应急处置程序。

铁路部门的应对有可圈可点之处
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方面，在事故发生后，铁路部门及时启动了应急
机制，打开了 80 余个气窗通风降温，分发物资，联系
救护车等，这些措施对于缓解乘客的不适、保障乘客的
基本需求起到了一定作用。并且，铁路部门基于“无站
台、夜间无照明”等情况，从整体安全角度考虑，认为
未达破窗紧急程度，对破窗行为进行制止，这也是出于
对乘客整体安全的考量，有其合理性。

另一方面，铁路部门在此次事件中也暴露出一些问
题。比如，在应急处置过程中，可能存在与乘客沟通不
到位的情况，导致乘客对处置措施不了解、不理解，从
而引发了乘客的焦虑和不满情绪。同时，也反映出在应
对这类突发情况时，应急预案可能还不够完善，缺乏更
有效的手段和措施。

铁路公安对乘客进行批评教育，而未给予法律处
罚。从法律层面看，乘客的行为虽然有紧急避险的因
素，但也确实违反了相关规定，不过考虑到具体情
境，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所以给予批评教
育，既让乘客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当之处，也体现了执
法的灵活性和人性化，避免了过度执法。从社会秩序角
度看，如果对这种破窗行为不加以规范和引导，可能会
引发其他人效仿，导致车厢秩序混乱，甚至可能引发更
严重的安全问题，所以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也是维护公
共秩序的需要。

此次事件给双方都带来了启示。对于乘客来说，在
遇到紧急情况时，要保持理性，在采取自救措施的同
时，也要尽量遵循相关规定，积极与工作人员沟通配
合。对于铁路部门而言，需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提
升应急处置能力和沟通能力，更好地应对突发情况，保
障乘客的权益和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