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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危险越大，车技就越好

4年前，广西北流市白马镇的阿
弟曾经在摩托车上装了5层尾翼。
这辆车在镇上被称为“网红车”，但
不久就被当地派出所扣留。

阿弟当时觉得，“街上的摩托车
大多长得一样，我不想和他们一样，
我就要独一无二，我要让别人模仿
我”。今年6月，阿弟告诉记者，如今
身边人多数已不再玩摩托车了。阿
扬和付马都感觉到，身边飙车的人
越来越少了。

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官表示，未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允
许，擅自改装机动车底盘、发动机、
悬挂、变速系统、方向系统、车胎轮
毂、车灯、车身颜色喷涂和外观结
构，以及机动车的有关技术数据与
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公告数
据不符的都属于改装行为。

根据相关法规，擅自改变机动
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
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
恢复原状，并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
下罚款。

今年2月，付马一个伙伴的车辆
就因非法改装被当地警方扣留。民
警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作出相应处
罚。

一些飙车少年甚至走上违法犯
罪道路。2020年3月，四会检察院
处理过一起案件：未满16岁的王某，
拿着自己的压岁钱买了一台摩托
车，开车兜风时，被16岁的陈某看
见。因与父母吵架离家出走，陈某
缺乏经济来源，又看见王某开着电
动车很酷，起了贪念，将王某停在网
吧旁的摩托车偷走。

“很多飙车少年明明知道为了
赚钱而去偷盗、刷单等行为是违法
的，还不惜铤而走险。”令罗茜感到
忧心的是，不少飙车少年认为自己
是未成年人，被抓到后果和影响不
严重，“整体而言，他们存在较强的
侥幸心理。”

四会市检察院统计显示，2021
年，四会市未成年人犯罪情形中，涉
抢劫、盗窃摩托、电动车案件以及因
摩托、电动车发生故意伤害的案件
占到了65%。

罗茜同时认为，爱好骑行摩托
车本身并不是根本问题所在。在
2022 年重庆山火扑救中，很多青
年利用摩托车运输物资，协助山
火扑救，获得点赞。“要多看他们
身上的正能量，引导、发挥正向作
用。”

一些改变已经在发生。广西南
宁“火车头”地区附近居民发现，近
来较少听到“飙车炸街”的声音。

飙车少年同样在蜕变。作为河
北某中等职校学生，付马从今年年
初开始备考河北省高职院校单独招
生考试。4月中旬分数公布，付马进
入全省排名前30。

6月底，付马收到了河北某大专
院校的录取通知书，这是百所国家
骨干高职院校之一。他给自己的录
取通知书拍了一条“开箱视频”，评
论区下方，有人祝福，也有人惊讶
——“飙车少年都上岸了！”

付马深知，在新开辟的人生赛
道上纵横驰骋，更要行稳致远。
（除罗茜外，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中青报）

飙车少年的“失速”青春
因为飙车，安安和七七的人生永远定格在了21岁和17岁。
4月13日，在云南昆明晋宁区环湖南路上，她俩身穿系着蝴蝶

结的裙子、戴着猫耳头盔，共同骑着一辆黑色摩托车，狂飙而过。
摩托车刺耳的轰鸣引得路上行人纷纷侧目。突然，只听“砰”的

一声，因车速过快，她们驾驶的摩托车撞上了道路中间的绿化带。
巨大的声响伴随强烈的冲击力，两人身体不受控制地飞弹而

出，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后，重重地摔在绿化带中。4月14日，当地
有关部门证实，两人不幸身亡。

“飙车炸街”是指驾驶人通过猛轰跑车或者摩托车油门，使车辆
发出巨大声响，从而吸引旁观者的一种“斗车”行为。“飙车炸街”不
仅产生巨大噪音，影响居民休息，并且扰乱交通秩序，存在较高的安
全风险。

5月下旬，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整治“飙车炸街”
专项行动。截至6月底，全国已查处违法犯罪案件6500余起。值得
警醒的是，“飙车炸街”参与者中不乏未成年人，他们也被称作“鬼火
少年”，指的是喜欢成群结队驾驶摩托车、飙车炫技的青少年。日
前，记者在采访中走近这样一群“飙车少年”。

“哇！”3月17日，广西南宁，清
厢快速路高架桥底下传出一阵起哄
声。一群年仅十几岁的少年，骑着
摩托车，飞驰而过，有的还耍起“特
技”，翘起车头，仅靠后轮行驶，吸引
了数百人围观。

此地因停着一节废旧火车头，
被当地居民称为“火车头”。一到晚
上，“火车头”地区因其空旷的地形、
较少的人流量，成为少年们飙车、放
飞自我的“乐园”。由于“炸街”噪声
较大、危险性较高，附近居民颇有怨
言。这里还流传着“鬼火（一种摩托
车款式）一响，爹妈白养”“车头一
翘，阎王一笑”等顺口溜。

摩托车在当地非常普遍。“因为
路途遥远，不少学生会骑摩托车回
家。”广西某县高中老师谢晓说，当地
交通条件不好，学生更愿意骑车上下
学。但危险也隐藏于此，一些经过改
装的车辆时速最高可达100多公里/
小时。在学校附近，时常有学生因超
速、载人、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被交
警拦下，按要求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去年10月，我看到有名男同学
的脚伤很严重，就是骑摩托车摔
的。”谢晓记得，因为不想读书，这位
男同学后来选择了退学。由于他的

父母都在外地工作，是表哥帮他办
理了退学手续。

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检察院的数
据显示，飙车少年多为14～16岁、初
中阶段辍学的未成年人。一些涉案
未成年人有较长时间驾驶摩托车的
经历，有多次违法行为，认为摩托车
驾驶“时尚”“炫酷”。

“手机游戏体验再刺激，也只是
停留在屏幕里；飙车是实实在在、
全身都可感的刺激。”武汉大学社
会学博士生罗茜在中部某省的调
研中，接触到一群飙车少年，她发
现，许多人是在社交媒体视频和身
边“大哥”的引导下，开始接触“飙
车炸街”的。

清川大桥位于广西南宁，6月底
仍有个别飙车少年在此聚集活动。
记者在现场看到，当地少年阿昆一
条腿单膝跪在坐垫上，一只脚踩在
尾翼，双手握住车把，开始炫技。

在飙车少年中，流传着“科目
一”到“科目五”的练车步骤。前4个

“科目”分别叫“蛤蟆翘”“跪翘”“单
手翘”“单手翘旋转”。“科目五”则要
让车身成90度，尾架和地面接触，

“车身翘起与地面形成的夹角越大，
车技就越好。”

“想‘炸街’，找我就对了！”飙车
少年付马通过上传“炫酷”的“炸街”
视频，在社交平台累积了3万多粉
丝、131.9万点赞。晚上一有时间，付
马喜欢到“人少路宽”的路上开车兜
风，亮闪闪的车辆外观总能吸引到路
人的目光。

他发布的400多条视频，记录着
他改装摩托车的日常——在车头、踏
板、坐垫以及车轮内圈，都加装了五
颜六色的彩灯和贴纸，还将喇叭改成
了声音更大、音调变化更多的“八音
喇叭”。

社交平台上，有大量的改装车商
家，他们通过视频介绍产品优势，吸
引少年们购买——“电池、控制器、排
气管，如何改装更炫酷，更拉风”“什
么样的改装配件更具性价比”“锂电
池太贵？年满16岁就能分期”……
在这些视频的引导下，很多少年认为

想要追求炫酷就要反复折腾，于是不
断升级配件。

买到配件后，这些人并不会找专
业人员去改装，而是跟着网上的视频
教程，自己上手操作。

“很多小伙伴都是对飞机轰鸣声
情有独钟才改装（电动摩托车）的，想
让刹车声音变大的关键就是……”类
似的改装教学视频让少年们轻松上
手，但只有少数商家会就安全问题进
行提醒。

“除了车壳和车架以外，什么都得
升级。”在广西某县读高中的阿扬表
示，改装一辆摩托通常需要更新电池、
刹车、控制器，有的还会升级轮胎和车
灯，一套电池就需要三四千元，整套更
新下来总价超过万元。因为资金有
限，阿扬跟着网上视频改装。他花了
半年的时间打零工，加上压岁钱，才攒
足了第一次改装需要的1500元。

想炫酷先改装，花费超万元

飙车少年越来越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