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地立法处罚马路低头族
最高罚款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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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共开立银行账户141.67亿户，每个人平均
拥有10个银行账户，其中无存款、无交易者总量不低。
如今，这些长期不动的个人账户将被陆续清理。
5月29日，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将对个人长期不动

存折账户开展排查清理工作。排查清理范围为截至2022年
底，五年以上（含五年）没有交易、存款余额为零且没有其他关联

业务的活期存折。该行将于2023年7月起，陆续开展活期存折排
查清理工作。

自2020年以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多家银行纷纷发布公
告，将对异常账户进行清理。一些长期没有交易并且没有资金的

“睡眠账户”，以及同一客户名下的超量账户，都将被银行注销。专
家分析认为，银行清理“睡眠账户”等异常账户，一
则可以提升机构自身的运营效率，再则有助于提
升合规性，防范风险。

清理个人银行账户，一方面与央行监管规定
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2020年末开始的“断卡”
行动。

根据此前央行的规定，自2016年12月1日
起，同一个客户在同一银行只能开立一个Ⅰ类账
户的银行卡，如果已经有Ⅰ类户的银行卡，那么再
开户时，只能开立Ⅱ、Ⅲ类账户的银行卡。

2020年10月，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
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召开全国“断卡”行

动部署会，按要求严厉打击整治非法开办贩卖电话卡、银行卡违法
犯罪，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切实维护社会治安大
局稳定。

上述全国“断卡”行动部署会要求，对公安机关认定的出租、出
售、出借、购买银行账户或者支付账户的单位和个人及相关组织
者，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系开立银行账户或者支付账户
的单位和个人，实施5年内暂停其银行账户非柜面业务、支付账户
所有业务，并不得为其新开立账户的惩戒措施。要制定出台对出
租、出借、出售、购买电话卡的失信用户的惩戒措施，公开曝光一批
开办涉案“两卡”较多的营业网点和行业人员。

据每日经济新闻

“马路低头族”成安全新隐患

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数据显示，中国市场2022年拥有超过9.5亿智能手机用
户。目前，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只是规定了驾驶
机动车不得拨打接听手机，没有禁止过马路用手机。

马路“低头族”已成为交通领域的新隐患。在诸多
不分场合、随时随地低头玩手机的人群中，有的因为走
路分心而摔倒甚至掉进沟里，有的在公共场所“看丢”了
孩子，还有的逼停了机动车甚至引发了交通事故。

2022年10月20日晚，东莞一男子步行横过马路
时，一直在低头玩手机，与一辆货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
胡某头部损伤，身体多处肋骨骨折及车辆损坏。

2021年11月，深圳的欧阳某迎面撞上赖某，赖某
当即倒地不起，经医院诊断为胸椎椎体压缩骨折与全身
多处软组织挫伤。事后，经盐田法院审理，判步行看手
机的欧阳某赔偿2万元。

国内已有多地立法予以禁止

“马路低头族”频频引发事故，引起了各地政府部门
的注意并出手治理。

2019年开始实施的《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规
定：禁止“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穿道路时低头看手机、嬉
戏等”，违反者处警告或10元罚款。《条例》施行后不久，
当地便开出了第一张行人过马路看手机的罚单。

2020年1月起实施的《嘉兴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也针对低头玩手机过马路的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条
例》指出，禁止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穿道路时浏览手持
电子设备、嬉闹，违反规定者处警告或5元以上50元以
下罚款。

2021年4月修订的《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在
原来“斑马线前礼让行人”的基础上增加了对行人的要
求，规定行人在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时，不浏览手持

电子设备，快速通过、不停留不嬉闹。
2022年11月，河南就已经立法禁止行人“低头玩

手机”过马路，违者最高可罚200元。
今年3月，《厦门经济特区斑马线安全管理规定（草

案）》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对行人的通
行要求：行人不得在斑马线上坐卧、停留、嬉闹或浏览手
持电子设备，违反相关规定，妨碍车辆合法通行的，将被
处以警告或50元罚款。

目的不是罚而在于规范

在交警部门及专家们眼中，规范出台的目的不是
“罚”，而是唤醒市民的文明通行意识，并能够在长期的
执行中形成习惯。

中国地理学会城市与区域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张文忠表示，马路“低头族”现象的治理必须多管齐下，
特别是将法律约束和宣传教育结合起来。其中，机动车
辆驾驶过程中使用手机的问题，需要交管部门严格执
法，查处此类违法行为。相比之下，行人、骑电动车者看
手机的问题则缺乏相关惩处规定。对此，张文忠认为，
应首先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立此类行为的管理规范，
提高惩处力度。

重庆江北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高级工程师、博士
王辉曾从学术角度对人车的互动关系进行过分析，他认
为，城市通行需要平衡效率与安全，参与交通的机动车、
非机动车及行人都会对这一动态系统产生影响。

王辉表示：“交通系统是一个大家互动的系统，单方面
的参与肯定不行，需要大家都参与进来，不可能让机动车
完全礼让行人，因为城市的交通
系统除了安全之外，还有一个畅
通的评价指标。不能一味地追
求安全，降低速度来礼让，还要
考虑到整个城市交通系统的运
行效率。我们处理交通事故的
时候，肯定处罚行人的难度大，
因为不好取证，但是我们也会根
据情况进行批评教育。有些城
市在斑马线、人行横道路段有交
通劝导员，让车辆停车让行，也
可以督促行人加快通行，我觉得
肯定是一个综合的过程，哪一方
面都不可缺。”

综合央广网、深圳新闻网、
工人日报等

多家银行启动断卡行动

“低头族”无处不在，“马路
低头族”更是存在极大的安全
隐患，各地因此引发的交通事
故屡见不鲜。

5月26日，浙江省十四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批准通
过了《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修改〈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的决定》，针对过马路看手
机等行为，增加“行人通过路口
或者横穿道路时不浏览手持电
子设备”的规定。

一道刺眼而顽固的“城市风景”
针对“低头玩手机”过马路等行为立法，此事

引发网友热议，超八成受访者表示，立法处罚很有
必要，也有人认为属于小题大做。

老实说，这项地方立法不是该不该的问题，而
是出台够不够及时的问题。从人体的生理机能看，
一边看手机一边过马路，必然带来观察力、判断力、
反应力的削弱。而在车水马龙、情况瞬息万变的公
共道路上，本来就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如此
三心二意、沉迷手机，一旦出现车辆变道、有人闯红
灯等突发情况，势必做不到从容应对。

从现实情况看，近年来因过马路低头玩手
机而引发的交通事故，可谓时有发生，教训极其
深刻。2012 年 4 月，江苏常州两名青年走到斑
马线中间时，绿灯变为红灯，但他们仍低头盯着
屏幕径直向前，一辆小轿车正常驶来将两人撞
飞；2015 年 5 月，广东中山一女子边横穿马路边
看手机，被一辆白色货车撞倒在地后，又被迎面
而来的一辆车辗压过去……这些惨烈刺眼的事
故无不证明，过马路玩手机，实乃“事故陷阱”
和“生命杀手”。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边是事故频发，一边
是陋习依旧。过马路玩手机，已成为一道刺眼而
顽固的“城市风景”。在一些人看来，过马路玩手
机，是自己的爱好，与别人无关，由不得他人置喙
干涉。问题是，这种陋习不仅危及个人生命安全，
更在我行我素、任性而为中，干扰正常的道路交通
秩序，将其他车辆和行人置于危险之中。

从现行法律看，对过马路低头玩手机，不乏可
以规范的条款。比如，《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
定，“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不得实施妨碍
道路交通安全的行为”，对违反者可“处警告或者
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其实，鉴于过马路玩
手机“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就算不拿《道路交
通安全法》说事，也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作出“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直至“处五日
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等
处罚。如果情节更为严重，达到了交通肇事罪的
立案标准，还应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这些法规早
点落地有声，过马路玩手机恐怕很难蔚然成风。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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