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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人喜欢将走路戏称为“开11
路车”。这不，自6月29日至7月2日，
终点站原本在双清区渔溪桥的公交11
路车，开到金罗湾就止步不前了，剩下
的6公里路，需要乘客用双脚去丈量。

公交11路车的营运区间是从位
于大祥区的市体育新城至位于双清
区的渔溪桥。6 月 29 日清晨，一位网
名“踏雪”的市民像往常一样，从市体
育新城乘坐公交11路车前往位于渔
溪桥一带的单位上班，结果，车停在
金罗湾之后就再也不走了。

从金罗湾到渔溪桥，还有 10 站
约 6 公里的路程，“踏雪”急了，质问
公交司机，得到的答复是：前面路太
烂，公司不准走。

万般无奈，“踏雪”只得一路小跑
汗流浃背地赶往单位上班。

与“踏雪”有着同样经历的，还有
公交 10 路的乘客。公交 10 路的营运
区间是从位于大祥区的邵阳火车站
到位于双清区的市储运公司，而从金
罗湾到市储运公司，还有11站约5公
里的路程。

“的确是我们公司要求停的车，

但实在是没办法的事。”邵阳扬子巴
士公司副总经理李文龙介绍，“207国
道靠近新邵那一段的路况还算可以，
但从市区金罗湾到资江农药厂约 1
公里的路程，实在是太烂了，我们的
新能源车根本无法通行。”

据了解，新能源车均系低底盘
车，207国道从金罗湾至资江农药厂
一段，地面大坑接小坑，且常有污水
覆盖路面，线路经此路段的 11 路和
10路新能源公交车都损耗巨大。“投
入 11 路和 10 路运营的新能源车，目
前使用还不到一年，但损耗已经比投
入使用两年多的1路和18路新能源
车还要大。”李文龙说。

公交 11 路的另一名常客透露，
其实，早在2018年11月中旬，11路公
交车就发生过一次在金罗湾“止步不
前”事件，原因也是金罗湾至资江农
药厂路段路况太差。

“去年11月12日，我们新投入的
10 路和 11 路公交新能源车刮坏了 2
台，13 日刮坏了 3 台，我们怎么敢再
开？”李文龙表示。

据悉，去年 11 路和 10 路公交车

发生首次“止步不前”风波后，市城建
投曾积极应对，派人对坑洼路段进行
了填补。可历经半年多的风霜雨雪，
填补处陆续发生破裂，且路面坑洞越
来越大，最终导致邵阳扬子巴士公司
于今年6月29日被迫下达“车停金罗
湾”的指令。

11 路和 10 路公交车“止步不
前”，受影响的不仅有“踏雪”等上班
族，不少家住资江农药厂一带的学生
也“备受折磨”。“我孙子在龙须塘小
学读书，以前坐公交车上学非常方
便。现在公交车不开过来了，我孙子
每天不得不提前半个小时起床不说，
还增加了不少的士费的负担。”资江
农药厂一位年逾七旬的退休职工说，

“起码有几万人出门不方便。”
“我们找过市城建投，也找过双

清区交通局，还找过其他有关部门，
但导致我们10路和11路公交车被迫
在金罗湾掉头的这个老问题一直无
法解决。”李文龙说。

城市公共交通事关国计民生。金
罗湾至资江农药厂路段的坑洼泥泞路
面到底何去何从，本报将持续关注。

金罗湾至资江农药厂路段路烂伤车致公交“止步不前”

11路的最后6公里，
真的要乘客用双脚丈量？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实习生 董依然 钱依萱

6月24日下午，记者在市区西湖路一家银行内目睹，
一位女士因一名男子在她面前抽烟而发生争执。起因是
该女士认为吸二手烟有害健康，而劝阻男士在公共场合
吸烟，但对方不以为意，因此引发争吵。

研究发现，二手烟含有2倍的尼古丁、3倍的焦油、5
倍的一氧化碳和50倍的致癌物质。每日和吸烟者一起待
15分钟，吸二手烟者所受的危害便等同于吸烟者。我国早
在2011年就颁布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但统计数字显示，我国
约有7.4亿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危害，公共场所是二手烟
暴露最为严重的地方。

近日，记者随机采访了部分市民对公共场所吸烟行
为的态度，大家一致认为“不希望周围的人吸烟”，却大多
由于种种顾虑选择忍气吞声。

公共场合吸烟者众多

“燃烧的是香烟，消耗的是生命。”“为了你和家人的
健康，请不要吸烟。”香烟包装盒或禁烟公益广告上的警
言或提醒，对于吸烟人士而言，难敌香烟的诱惑。

在调查中，记者走访了我市的各大商场、银行、医院、
学校等公共场所，虽然显眼处都有“禁止吸烟”“请勿吸
烟”等标识，但几乎每到一处都可以看到有很多男士在吸
烟，有些人吸烟后还会将烟头随地乱扔，影响环境卫生。

市区敏州西路一家幼儿园的工作人员介绍，每天上
下学，总有不少前来接小孩的家长在学校抽烟，担心二手
烟会对孩子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也为了防范安全隐患，
每次都会有老师前去制止。

市民肖冰说，自己从医20余年，深知二手烟的危害
巨大，因此，她十分反感在公共场合吸烟的行为。有时候
去酒店喝喜酒，周围抽烟的人一多，整个酒店里就充斥着
烟雾和浓浓的烟味，在里面待的时间长了，会有种呼吸不畅的感觉。

反对者往往忍气吞声

到底应不应该在公共场所吸烟？记者随机采访的30个市民都表示，不赞
成在公共场所吸烟，其中大多数市民表示，应加强社会监管和加大处罚力度，
以实现公共场所禁烟。

面对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行为，是否会选择当众劝阻？对此，市民的态度
不一。

家住敏州东路某小区的唐莎莎表示，她因患有鼻炎对烟的味道特别敏感，
如果有人在她的面前吸烟，她一定会出言制止。

令劝阻者感到无奈甚至沮丧的是，劝阻行为往往并无成效。市民汪婷表
示，最反感的就是在车上抽烟的行为。车内空间狭小，但有些司机喜欢在开车
时抽烟，自己搭乘出租车时每遇司机抽烟都会出言提醒，但司机大多会选择

“抽完再说”，有时甚至会引发争论。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虽然大家都反对在公众场合吸烟，但只有8人表示会

出言劝阻，其余市民均表示不会劝阻，只会默默走开。
作为被动吸烟者，大多数人不会选择上前劝阻吸烟者或交涉，是因为很容

易发生冲突。市民陈莎就表示，对于别人在公众场合吸烟，她非常反感，但看到
吸烟的人她并不会出言劝阻，因为她认为吸烟是别人的权利，就算自己不喜欢，
看到有人吸烟走开便是，万一遇到不讲理的人，劝阻反而会给自己添堵。

部分市民表示，不在办公场所劝阻同事吸烟主要是碍于情面，担心影响职场
人际关系。“大家都是同事，有些还是领导，也不好意思劝阻，每次只能避而远之。”

有关人士认为，除了加强社会监管和加大处罚力度外，支持二手烟受害者
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也是调动社会力量禁烟的方法。

根据法律规定，烟草烟雾损害可以构成侵权责任。但律师表示，被动吸烟
损害的索赔标准很难确定。目前禁烟主要还是寄希望于提高控烟的社会共识，
让公众增强对吸烟危害身体健康的认识，也让吸烟者提高法律意识，尊重不吸
烟者的权利，最终实现逐步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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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29日，在经人介绍相识
一年多后，邵阳县诸甲亭乡某村 36
岁的吴某某与怀化市沅陵县二酉苗
族乡35岁的石某某在邵阳县民政局
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但6月2日新
娘上街赶集后，再也没有回来，且电
话打不通、微信“拉黑”，从结婚到失
联仅隔4天。

吴某某家人在找寻新娘一个多
星期无果后，怀疑被骗婚，于是到当
地派出所报警。不料当地派出所以

“双方系合法夫妻”为由，不予立案，
并表示如果要立案的话，应该去找女
方所在地的公安机关。于是吴某某一
家又前往怀化市沅陵县二酉苗族乡
派出所报案。民警经查发现该乡确有
石某某其人，但表示必须在当时的案
发地即邵阳县立案。

吴某某家人困惑，报警到底该找
谁？同时，吴某某一家还有不少疑问：第
一，当事双方经人介绍相识并结婚时，
共有两个媒人，其中一人为诸甲亭乡本
地人，另一人则为石某某的小姨，两名
媒人每人拿了3200元的“媒婆钱”。新
娘失联，媒人该尽哪些义务？第二，两人
谈婚论嫁的过程中，男方先后支付女方
逾12万元的彩礼、首饰钱等费用，那双
方是否有买卖人口和买卖婚姻之嫌，各
自该担什么责任？第三，万一双方所在
地公安机关都无法立案，那么，男方该
选择什么方法进行维权？

对此，湖南东放明律师事务所许
婷律师认为，首先，男女双方相识一
年多后，双方经自愿登记后成为合法
夫妻，因此，本案从刑事角度而言，难
以构成拐卖妇女罪。其次，媒人起到

的是居间介绍男女双方认识的角色，
对于男女双方之间的纠纷解决没有
法定义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男方
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男方可以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
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
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
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
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
付人生活困难的。”同时，第十条还规
定：“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
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据此，该案
的男方可以在向法院起诉离婚的同
时，要求女方退还彩礼费用。再次，从
本案所能提供的案情来看，在新娘为
何失联的情况没有任何眉目之前，两
地公安机关的确难以找到立案理由。

许婷律师提醒大家，婚姻是人生
大事，在相亲及缔结婚姻的过程中，
男女双方都要提高防范意识，避免受
骗上当。

婚后4天新娘失联，新郎怀疑被骗婚，律师以案说法——

即便遭遇骗婚 维权未必无门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实习生 钱依萱 董依然

车辆在金罗

湾至资江农药厂

路段艰难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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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日

7月1日，市皮草协会组织爱心人士来到新邵县迎光乡水口村开展敬老爱
亲活动。当日，爱心人士为该村80周岁以上的45名老人送去生活物资和慰问
金，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李进锋 李菁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