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泽市教育局、公安局首开猛药治顽疾

学生违章纳入班级评比考核
本报菏泽3月12日讯(记者 李

德领 张歆然) 针对本报报道的
校门交通病，结合座谈情况，菏泽
市教育局、市公安局下发《关于加
强中小学生交通安全工作的通
知》，决定联合开展“奋战一百天、
打好主动仗”城区交通秩序集中攻
坚战活动，要求各中小学校要加强
对学生的交通安全管理。

《通知》强调，学校校长是本校
交通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负责
组织本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工作。同时，各学校要设立交通安
全员，负责制订本校交通安全工作
计划，落实各项交通安全制度措
施。各区县交警大队要为各中学、
城区小学和乡镇中心小学指派交
通安全辅导员，定期为中小学讲授

交通法规知识和交通安全常识。
菏泽市公安局印制《菏泽市公

安局关于集中整治城区交通秩序
的通知》和《严管交通违法倡导文
明出行—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
各学校要将《通知》和《一封信》传
达给每一位在校学生，经家长签字
后交县区交警备案，将学生的遵守
交规情况直接与评先树优挂钩。

各学校要积极开展“校园安
全”主题教育活动，制定交通安全
宣传教育的计划，并将交通安全宣
传教育纳入对学生的法制教育工
作中。要针对性地开展听辅导报
告、队会、班会、知识竞赛、演讲比
赛、板报、征文、少年交通岗等多种
形式的活动。

各中小学校要加强对学生的

交通安全管理，要对违章学生进行
批评教育，并将违章记录纳入班级
评比考核。要进一步规范校内机动
车、自行车的行车和停车秩序，防
止在校园内发生交通事故。各区县
要将学校交通安全的规章和责任
制落实、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和管
理、学生发生事故等情况列入教育
督导内容。

各区县交警大队在中小学门
前、周边地区设置交通安全标志、
标线。制定对学校周围乱停车、乱
摆摊设点等违章行为进行清理整
顿，维护好校园及周边地区交通秩
序。在部分交通流量大的学校门口
设立“护学岗”，指派执勤民警在上
学、放学高峰时间护送小学生过马
路，确保学生的交通安全。

民众期待：以“复命”结束
本报记者 景佳

全市相关部门聚首一堂，
求解学生交通安全难题，药方
开了不少，教育、公安更是以红
头文件开了一副猛药，可以说
大慰人心。其它部门有无猛药，
如何煎服，尚不可知。最终的结
果如何，很简单，社会只有一个
期待：以“复命精神”结束。

所谓“复命精神”，那就
是执行高于一切，结果高于
一切。其核心在于拿出方案
并切实执行。这是每一位市
民最朴素、也是最高的要求。

如何让学校周边的交通
安全顺畅？这是全社会待解
的一个方程组。在这个待解
的方程组中，安全、顺畅是我
们想要的结果，教育、交通、
交警、城管、工商等部门以及
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是影
响结果的变量。

面对学校周边交通安全
这一全国性的难题，菏泽如何
破解执行难？这正是市民最为
关心的问题。好在会上我们已
看到希望——— 随着本报就“校
门交通病”现状持续深入的报
道，我们看到，菏泽市政府部
门高度重视，教育、交通、交
警、城管、工商等部门连同城
区14所中小学共聚一堂，寻病
根、开药方，共商治理之策而

非相互推诿。这一切，让民众
看到了他们的基本态度。

各部门之间的坦诚很快
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出台了
具有指导性的文件，并决心
以此来规范那些安全意识淡
漠的市民的行为，以求提升
全市交通水平。对此，民众都
有很大的期望。毕竟，城市的
管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又往前走了一步。

但若各单位会后不能切
实执行，“会议完事情了”，那
么，这次会议的成果，同样有
可能变成一纸空文。这也正是
市民最为担心的。因为在这一
多未知数的方程组的求解过
程中，每个单位都是关键的一
环，只要有一个单位没有执行
到位，按方开药，认真煎服，

“安全顺畅”这一最终结果，都
极可能化为泡影，其他单位的
努力，也将付之东流。

这是一个系统，只有解开
每个未知数，才可以解开这个
方程组。公众的担心也正在此：
哪个单位将是系统的“病毒”？

我们为今天会议的成功
举办而欢呼，更期待明天各单
位的扎实执行。既然会议从“复
命精神”开始，也当以“复命精
神”结束。社会对此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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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章记录纳入班级评比
考核将如何执行，监督主体
是谁，如何与学校完成衔接？
针对记者的疑问，开发区实
验小学办公室主任沈美荣
称，可发动学生相互监督。牡
丹区实验小学副校长晁新民
建议，学生之间的相互监督
是可以操作的手段之一，“同
平常检查作业一样，实行小
组式管理。”

“没有惩戒的教育是不
完整的教育。”牡丹区21中工

会主席毛玉竹说，将“学生违
章记录将纳入班级评比考
核”的要求非常好，说到底这
是强化学生交通意识的一个
举措。该校这个学期开学，就
已开始试行这一政策，具体
做法是每个班级都聘请了2-
3名社会监督员，由他们来完
成监督和向学校的反馈。从
目前反馈的信息看，效果尚
好，但并没有做到有错必纠，
今后还将进一步完善。

记者 景佳

文件出台了，具体咋操作

格记者观察

格记者评论

▲记者针对文件中涉及的问题现场采访。
邓兴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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