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追了，本人已婚”、“偶是新手擅长

急刹”、“不要迷恋哥，嫂子很厉害”……越

来越多的有车青年为自己的爱车贴上了个

性车贴。一块块形象可爱、语言俏皮的个性

车贴，让汽车成了年轻人彰显个性、展示自

我的舞台。

然而，谁能想到“新手上路”这样的车

贴让身后老司机保持宽容时，也会让“撞车

党”盯上呢？而贴在车尾的反光车贴除了有

警示作用外， 也影响了后方驾驶员的注意

力。个性车贴从“熊出没”到“打酱油”，还是

惹来了争议。

支持派：个性车贴引领“后窗文化”

车友王先生：从最早的“熊出没，请注

意”到现在的“哥是出来打酱油的”等各式

车贴，都可以看做是汽车文化的一种，有人

称它为“后窗文化”。在开车开得很累、堵车

堵得很闷时，一辆后尾贴着“碰撞十次，九

胜一平”流氓兔的车进入视野，你可能一扫

疲惫，咧嘴大笑。

车友张小姐：一些车贴流行语，也是一

种自我调侃的生活态度， 至少让我们开车

时心情更轻松。并且，由于有着庞大的市场

需求，车贴已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正

向文化创意产业走近。 希望以后的个性车

贴越来越有意思，设计也更科学吧！

反对派：语言粗俗 影响驾驶

车友欧先生：“姐很慢，看着办”、“着急

你就飞过去”，开了十多年车，我并非不懂

幽默，但每每看到这样自以为个性的车贴，

就会觉得智商受到侮辱。对那些语气挑衅，

并用反光材质制成的车贴特别反感。

车友方小姐：另有一些趣味型的车贴，

故意将上面的字做得很小， 吸引后车的驾

驶员靠近观看，这样很容易引发车祸。车贴

太大了也不好，有些人贴那种胶质贴纸，很

大，很鲜艳，这些车跑在街上免不了吸引人

去看，和故意贴小字的车贴差不多，都害人

不能集中注意力开车。

提醒：车贴不能完全随心所欲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相关

规定，机动车喷涂、粘贴标志或者车身广告

的，不得影响安全驾驶。私家车主并不能完

全随心所欲的给车辆贴上个性车贴。 贴个

性车贴要将安全放在首位， 得考虑公共安

全问题，如果车贴面积过大，遮挡视线，或

者颜色过于鲜艳，易分散其他车主注意力，

增加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如果贴在车窗等

明显妨碍视线的位置或是遮挡住了车牌，

交警可予以处罚。

辽 沈

我市某车贴店铺的店主展示自己的车贴。 本报记者 田建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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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市的猎鹰户外运动俱乐部将

7

月

8

日

攀爬世界屋脊的请帖撒出时，他们的心已飞翔在

青藏高原圣洁的云端之上，亲近雪山、亲近那轮

回的世界。

想念那栩栩如生的酥油花、绚丽多彩的壁画

和色彩绚烂的堆绣了；想念那“西海屏风”、“草原

门户”的、巍峨雄伟日月山；想念那碧澄如画、波

光潋滟的青海湖……

当车轮碾上这片湖岸边的原野，离不开的还

是那清澈透亮的蓝天和变幻莫测的白云，离不开

的是自己的心灵洗礼，离不开的是自己放逐于原

野之中的寂寞和感动，离不开的是一分无力让自

己融入自然的遗憾和惋惜。

当你路过那里的时候，你的眼神也许在牧场

里搜寻着每一个故事， 心儿像个稚童在嬉戏，把

绿色的草和彩色的花忘记，你记不起这个高原上

只有短暂的夏季， 你记不起中原都会人生的喧

杂，你记不起你已选择的生活也是自己不能选择

的。 你可以隔着牧场人为的围栏，看着藏族孩子

一脸的纯洁，眼神里干净得像那里的天空，透视

他洗涤的一尘不染灵魂，仿佛看着一个永远的神

话。

想念那高山牧场橡皮山、 青盐之海茶卡，还

有那清凉边城格尔木；想念那成群结队，有着精

灵一般的身材， 优美得飞翔一样的跑姿的藏羚

羊，想念那“生命禁区”五道梁，还有圣洁之山映

衬下的布达拉宫……

你会相信，大自然对于人类而言不仅是生养

自己的衣食父母，也是顶礼膜拜，寄托喜悦与哀

思的神圣象征。 千百年来，藏民们不仅为自己喜

爱的山川、湖泊、河流、冰川取上了名字，编撰和

传颂着有关于这些人格化大自然的神奇故事，也

遴选出心目中最具魅力的四大圣湖和与她们相

对应的神山。

行走在青藏高原， 在那宽广和无垠的原野，

你会有种错觉，似乎自己突然像是一只迷失的野

鸭， 只想在生命的湖岸边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

简单、原始的活着。

小城市里的“校漂族”

本报记者 秦 秦

毕业了， 四年前天南海北地聚在一起

的同学们四年后又都到天南海北去了。 可

是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却没走。他们继续生

活在熟悉了四年之久的环境中， 因各种原

因仍然滞留在学校周围， 成为寄居在高校

周围的一个特殊群体：“校漂族”。

和那些高等学府密集的大城市相比，

三线城市的焦作虽然不那么繁华惹眼，但

人数固定的“校漂族”在河南理工大学也是

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

据了解 ， 河南理工大学每年有将近

8000

人毕业，而“校漂族”的比例大约占到

13%

，也就是

1000

人左右。 但这并不是说，

每年都会有近千人加入校漂行列， 其实这

个千人数目是固定的，固定的原因就在于，

不断地有一些人找到了归属， 而新毕业的

学生中，又有一部分融入“校漂族”。

“坦白地讲，‘校漂族’的特征在焦作

不是很明显，受焦作城市发展现状局限，可

供高校学子施展才华的合适就业机会并不

多，‘校漂族’仅仅是少数，他们中有打算考

公务员、考研的，有临时就业于此当做过渡

的， 也有在读期间就开始创业毕业之后继

续经商的。”河南理工大学应急管理学院的

薛艺君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工作

比较好找的理工科学生大多都签约到机会

较多的外省去了，而文科类如经济管理、外

语等一次性就业率比较低的专业学生，则

更多地选择继续考研、 考公务员或是临时

就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由于河南理工

大学所处位置距市中心较为便远， 租房花

费对这些校漂族来说算不上很大负担。 该

校东门附近的芦堡村， 有不少用于出租给

学生的民居， 最便宜的

50

多元一个月，而

学校南门以及校内的教师公寓是最贵的，

也不过一个月百元。 这些原本面积很大的

房子都被出租方用隔板隔成了一个个小的

蜗居室，里面有简单的床和桌子，稍微好一

点儿的还可以开灶做饭。更为便利的是，这

些“校漂族”除了对学校周边的情况非常熟

悉以外，还可以继续享受学校的食堂、自习

室、运动场、开水房、浴池等公共资源。

充电也好、 将目光锁定在繁华大都市

也好，“校漂族”的初衷，不过是在通过自己

的努力去追求更美好的未来， 然而小城市

的自在闲适， 却是大城市不能比的。 今年

28

岁的小崔和记者讲述了他的故事，或许

能给即将步入社会的未来精英们一些启

发。 小崔来自安阳，六年前在平顶山大学毕

业，毕业后三年内先后在银川、北京、郑州

等城市打工， 辗转租房辛苦做工的日子很

是心酸，第四个年头，决定改变生活方式，

毅然选择了焦作作为自己新事业的开始，

并且一待就是四个年头。 问及原因，小崔表

示，小城市购房压力小，生活节奏较慢，适

宜居住，焦作就很不错。 如今的他房子也买

了，女朋友也找了，小崔感觉很幸福。

而这个小城市里的“校漂族”们，也在

不断的付出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幸福。

同城微博

（群号：

161003

）

@

淌淌小河： 今天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啊！

@

月暮暮色：谁知道焦作哪有卖

HTC

手机？

@

地球是自转： 今天回了老单位一趟， 有种

“最熟悉的陌生人”的那种感觉。

@

鬼荳：啊！中午考完试直接回来赶作业，总算

赶完了！ 晚上坐火车回焦作喽！

@Cherry_

梦頎： 距离回焦作的时间还有

15

天。

@

梁民：今天天气好爽呀，中午上街转转。

@

虾米的范儿： 父亲节， 给老爸买了个剃须

刀，老爸节日快乐！

@

大嘴怪

mai

：兄弟姐妹们帮出出主意啊，怎

么才能让自己心仪的女孩也得到爸妈的认可啊？

@

小糊涂

-

王：刚才雷雨风交加啊，是准备让

焦作人民明天也起床看海了？

@

邵鹏羽中：焦作的流水席很是吓人。

@

海豚

365D

：缝山公园的夜景好漂亮啊！

@

瞬间的缠绵：这次回家感觉变化很大，希望

家乡能变得更美，很期待下次的回乡之旅！

@

虾米的范儿： 刚才一家公司打电话让我下

周一面试， 我迷迷糊糊地接起电话说：“好的没问

题。 ”公司名都没记住，地址更没问，我就挂了电

话。 洗了个脸才想起来。 啊！ 去哪面试啊？

（均摘自新浪微博，部分语言为网络用语，不

符合语言规范，请勿模仿）

走，到青藏去

本报记者 李光远

2009

年，猎鹰户外运动俱乐部驴友在西藏纳木措合影。 今年

7

月

8

日，他们将再次穿越

西藏。 （本报资料照片）

五花八门的趣味车贴。 本报记者 田建明 翻摄

我市街头，一些汽车尾部的个性化车贴。

本报记者 田建明 摄

“后窗文化”

要个性更要素质

（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