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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工劝阻车窗抛物被殴伤》后续——

环卫工人被打戳中了谁的痛处
真正的尊重是摘掉“弱势”标签，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

最近，我市环卫工人侯师傅因
劝阻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而被车主
殴打致伤的事件，刷爆了朋友圈。
打人者的暴力行径受到了全城市民
的谴责，也得到了应有的处罚；侯师
傅本人也得到了许多关爱。事件看
似有了个完满的大结局。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这事真的
就这样结束了吗？回到岗位后，侯
师傅是否依然还真的有勇气去劝阻
不文明行为？劝阻过程中，是否还
会遇到打骂的“暴力”？侯师傅要是
再被打是否依然能获得如此大的关
注？我市这么多环卫工人，除了侯
师傅外是否还有王师傅、李师傅也
曾遭遇类似事件⋯⋯还有许许多多
的问题我们不得而知。

环卫工人屡屡被打，这背后折
射出什么，戳中了谁的痛处？

经过几天休养，侯师傅的精

神状态已经好多了，伤口也在愈

合，不再那么痛了。再过两天，

他就要回到工作岗位上。

“回去后，遇到类似的情况

还会去劝阻吗？”

“会。”侯师傅略微迟疑了会。

“不怕再被打或被骂？”

“还好的。”侯师傅想了会，

说，“经过这次事件应该会好一些

了吧？毕竟那样的人还是少数。”

一句“还好的”让记者难免

心里一悸。侯师傅显然不是第

一个因劝阻而被打骂的环卫工

人，或许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采访中，记者询问其他环卫

工人，普遍表示“骂几句的很多”

“打得不重，没受太严重的伤就

没说，忍忍就算了。”⋯⋯

记者发现，类似侯师傅的事

件，环卫工人因劝阻不文明现象

而遭受暴力的新闻，在各地屡见

不鲜。

2 月 9 日，成都天府新区环

卫工人曹某在中和镇朝阳路，劝

阻男子燃放鞭炮而被打伤住院

⋯⋯

5 月 15 日，北京朝阳区环卫

女工徐某在区法院附近清扫巷

道时，看到一名女子边嗑瓜子边

把瓜子壳丢在人行道上，上前劝

阻却被女子用鞋跟猛敲头部，血

流满面⋯⋯

各地环卫工人在工作中“受

委屈”竟然是一种家常便饭。

“如果当时上去劝阻的不是侯师傅，

而是同样开车的市民，打人者是否还敢

那样明目张胆地施暴？”心理医生成医生

认为，环卫工人时常被骂，甚至被打，从

表面上看，主要是环卫工人劝阻市民不

文明行为，引起了不文明市民的不满和

愤怒，才招致市民的殴打。但从深层次

来看，实质上是人们内心深处的欺弱心

理在作祟，说白了就是觉得环卫工人好

欺负。

事实上，环卫工人的确被某些人贴

上了“弱势群体”的标签。记者了解到，

目前我市共有 1800 多名环卫工人，绝大

部分都是外地人，而且年纪普遍在 50 岁

以上。他们的工作技术含量低，劳动强

度大，但工资收入却不高。此外，环卫工

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社交圈子几乎仅

仅局限在有限的几个工友之间，受到“委

屈”很少有人能够自主维权。而这样的一

个弱势群体，被某些人认为“好欺负”，成了

他们“发泄”的对象。

采访中，一名环卫工人告诉记者，在

遭遇打骂时，身体上的伤痛容易愈合，但

最让他感到难受的是不平等，是不易愈

合的心灵创伤。面对这种不平等，环卫

工人愤慨之余却也只能无奈。“这样的一

种不平等待遇，其实戳中的是整个社会

的痛处。”成医生说。

对环卫工人而言，“不平等”不仅仅

是遭受打骂而已。

在侯师傅被打事件中，社会各界给

予的关注和帮助让大家看到了社会的

“温度”。但与此同时，记者也发现，给予

侯师傅的关爱，更多的源自于“同情”心

理。“环卫工人家庭条件普遍不好，再加

上工作早出晚归，已经很不容易，现在还

被轻视甚至无端挨打，太可怜了。”说起

侯师傅被打之事，市民徐阿姨在愤慨之

余更多的是同情。

然而，这种“同情”，背后依然是对

环卫工人的“不平等”看法。记者发现，

很多市民尽管对环卫工人被打心有不

平，但走在大街上仍会不自觉地与环卫

工人保持“距离”：在步行街，一名环卫

工人推着垃圾车走过，周围行人纷纷皱

着眉头唯恐避之不及；有的市民或许会

与环卫工人交谈，但会无意识的拉开距

离。

事实上，在心理专家看来，这种无形

中的“距离”，才是真正把环卫工人排斥

在社会边缘的原因。而正是这种社会性

的“距离感”，让环卫工人在心理上也觉

得自己低人一等。在采访中，当记者想

要凑近点以便更好交流时，一名环卫工

人竟不自觉地退后。

“为什么要退后？”

“我身上脏，怕你闻着臭。”环卫工人

的回答，折射出的正是社会烙印在他心

理的这种“距离”。

“其实，在我看来，环卫工人是真正

的‘城市美容师’，他们最需要的是平等，

是尊重，是整个社会的认同。”市环卫处

负责人表示，其实，环卫工作只是一份普

通的工作，和城市里你我的工作在本质

上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劳动成果更需

要得到我们的尊重，我们不乱扔垃圾就

是对他们最大的认同。

“我们有正式的工作，靠自己的双手

劳动赚钱养家，不危害社会，我们可以被

人不理解，但不希望被人看不起，我们不

需要同情，我们需要平等。”在我市工作

了十多年的环卫工人蔡荣英告诉记者，

虽然跟很多人比，他们的劳动强度大，工

资收入偏低，但自己对目前的物质生活

却感到满意，尤其是近两年来，在市委市

政府的关心下，收入还上涨了不少。但

是，真正让她感到委屈的，正是社会的

“不平等”。

侯师傅事件背后，值得我们深思

的东西还有很多。

事实上，要改善环卫工人被打骂

的境遇，保障环卫工人合法权益，坚

决依法对打骂环卫工人的行为进行

处罚外，更要让环卫工人群体的社会

地位“归位”，摘掉“弱势群体”的标

签，让广大民众在环卫工人面前弱

化、失去欺弱心理。

要让环卫工人有体面地劳动，有

尊严地生活。否则，无论是“城市美

容师”，还是各种“最美”称号，亦或赞扬

环卫工人感人事迹，给他们“披红戴

花”，都改变不了环卫工人与社会其他

群体之间尴尬的距离。

这需要政府的主导和投入，提高

环卫工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工资水平

和福利待遇；完善救济善后制度，加强

对违法事件的处罚和监管力度，让环

卫工人不必低声下气；需要民众的参

与，垃圾不落地，才能极大减轻环卫工

人的劳动强度。同时，强化对环卫工

人的职业培训，提高环卫工人的劝诫

技巧和沟通能力，尽可能避免不必要

的冲突和伤害。

在侯师傅被打事件上，其实还有

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对于车窗

抛物这种不文明行为，为什么文化水

平较高的我们没有这种自觉和勇气去

劝阻，反而是被认为文化水平较低的

环卫工人去劝阻呢？一部分原因是车

窗抛物与环卫工人的工作强度和人身

安全息息相关，是他们繁重保洁工作

压力下的无奈。

那么，环卫工人的工作到底有

多繁重？虽然我市有 1800 多名环卫

工人，队伍不可谓不强大，为什么环

境卫生保洁压力依然巨大？为什么

只要环卫工人短时间离开保洁路

段，路面卫生就不再干净、整洁？我

们在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又

能为环卫工人和城市环境做些什么

呢？敬请关注下周本系列报道。

提问一：
受委屈竟
不是个别现象？

提问二：打骂环卫工人是什么心理？

提问三：环卫工人真正需要什么？

记者手记：

摘掉环卫工“弱势”标签

□记者 王导 王伟建 林群心

三名环卫工人在去垃圾中转站的路上相遇三名环卫工人在去垃圾中转站的路上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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