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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为“拼车”铺路是城市管理进步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据《法制晚报》报道，北
京市年内计划出台私家小客
车“拼车”指导意见，正在研
究对公益性合乘的鼓励支持
措施，对合乘费用的分担，不
简单地认为是非法营运。

城市范围越扩越大，道
路越来越拥挤，“拼车”成了
很多城市一族出行的选择。
不过，如何在合理的拼车与
非法营运之间划一条分界
线，一直是个问题。作为首

“堵”之城，北京市计划出台
的这则指导意见，有望改变

以往“一刀切”的管理方式，
不光是考虑到了北京市民的
出行需求，对其他城市的管
理思路也有积极的示范作
用。

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展，
道路成了稀缺的资源，“拼
车”这种居民自发的出行方
式，一直游走于合法和非法
的边缘，这是城市管理者无
法回避的问题。城市人口众
多，道路资源紧缺，这是北京
这座大都市面临的现实，“拼
车”出行是居民自发探索出
来的方式。不过，法律并没有
规定合乘的费用如何分担，

车主很可能被认定为非法营
运，很多地方都发生过类似
的事。“拼车”背后的法律风
险，成为阻拦这种方式的很
重要原因。北京市计划出台
的私家小客车“拼车”指导意
见，考虑到了市民出行的客
观需求，主动填补相关规定
存在的管理空白，是有积极
意义的。

与北京相比，我国的很
多城市也都面临着类似的问
题，从城市扩展的趋势来看，
北京市计划出台的新规，是
有普遍借鉴意义的。为了解
决道路拥堵问题，不少城市

都出台了单双号限行、车辆
限购等措施，从长远来看，也
考虑到国际上城市管理的经
验，“拼车”出行是必然的选
择。不过，“拼车”放开之后
很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如何
保障车主和乘客的合法权
益，如何防备“黑车”泛滥，
都是城市管理者需要不断
摸索的。北京市计划出台的

“拼车”指导意见，可以说是
摸着石头过河，相关规定的
施行，也是在给其他城市积
累经验教训。城市管理的不
断完善，就需要这样的探路
者。

可以预见的是，新规的
施行会带来不小的管理成
本，只有不怕麻烦解决问题，
城市管理才会不断进步。对
管理者而言，如果把分担费
用看作是盈利，把“拼车”都
认定为非法营运，无疑是最
省事的。不过，这种一刀切的
方式，连“拼车”带来的积极
作用也一并否定掉了，就像
不加区别地禁止路边摆摊一
样，是因噎废食。同时，规定
中的模糊地带也给管理者留
下太多自由裁量的空间，“非
法营运”的“罪名”很可能成
了个别部门自肥的工具。放

开“拼车”确实会带来一些新
问题，但城市管理的进步空
间就在于此，如果因为害怕
麻烦就无所作为，或者攥着

“灰色”的权力不放，可不是
管理者应该有的态度。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每
当有“好心载人”却被罚的事
件发生，都会掀起一阵公众
的讨论，法律规定上的空白，
也让管理部门自身的公信力
受到质疑。我们期待北京年
内出台的新规，能够把“拼
车”管好，也希望积极解决问
题的管理思路，能够融入更
多的城市。

北京市计划出台的私家小客车“拼车”指导意见，考虑到了市民出行的客观需求，主动填补相关规定存
在的管理空白，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其他城市的管理思路也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严惩狗主人才能管住伤人恶犬
明知是烈性犬，却非要饲养并任其在公共场合撒野，这和在高速公路上酒驾一样，是恶劣的危害公共安

全的行为。对于这类案件，也应当援引类似的法律条款。

□本报评论员 王昱

春夏季节是犬伤人的高
发期，最近一段时间，更是接
连爆出几起恶性事件：6月28

日，大连一名年仅六岁的女
孩被藏獒咬断颈部死亡。就
在几天之前，同样是藏獒，差
点要了山西运城另一名女童
的性命。两起事件让人不禁
联想起，仅在一个多月前，贵
州一位晨练老人刚刚被两只

杜高犬当街咬死。
对几次事件中肇事的大

型犬，大部分地市都出台过
法规明令禁养。要杜绝这样
的悲剧再次发生，需要切实
落实这些法规，从重从严处
置非法养狗者。

在养犬者看来，狗是“人
类最忠实的伙伴”。不过，在承
认犬类对其主人的忠诚性之
外，也要看到狗对陌生人的攻
击性。在城市生活中饲养烈性

犬，已经构成了对公共安全的
一种潜在侵害。正因如此，大多
数国家对城市养犬的限制近乎
苛刻。美国甚至曾经出台过著
名的“三吠原则”，规定如宠物
犬连叫三声以上，饲主就可能
面临扰邻的指控。

反观我国，不仅在对宠物
管制上缺乏统一的国家标
准，即便是各地市“各自为
政”的管制条例，也在实行中
经常被“偷工减料”。根据2009

年卫生部发布的《中国狂犬
病防治现状》，全国(不含港澳
台)每年被动物伤害的人数估
计超过4000万人。面对这样的
形势，按说监管和处罚是不
应缺位的。

其实，如同今日感叹狗患
一样，若干年前，人们也头痛
于酒驾屡禁不止。如今此类现
象的大幅减少，要感谢近年来
对酒驾事故肇事者的严惩。尤
其是几起造成多人死亡的恶

性酒驾中，肇事者被以“危害
公共安全罪”论处，让人们认
识到了酒驾的恶劣。目前，养
狗伤人的处罚多数仅以民法
通则中的“特殊侵权”条款追
究民事责任，这种处罚在藏獒
咬人致死这类恶劣案件面前，
很难起到惩罚及以儆效尤的
效果。其实，明知是烈性犬，却
非要饲养并任其在公共场合
撒野，这和在高速公路上酒驾
一样，是恶劣的危害公共安全

的行为。对于这类案件，也应
当援引类似的法律条款。这不
是“杀一儆百”，而是在用法律
的手段对事件的性质进行更
为准确的定义。

饲养宠物是一种富有爱心
的行为，但是，这种“爱心”如果
以增加周围人的危险为前提，
就成为一种只考虑自身感受的
自私行为。为了不让无辜者因
此再受伤害，法律必须及时出
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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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

家庭伦理在转型期受
到社会现实的巨大冲击。
对很多人来说，生活压力
与亲情孝道呈博弈状态，
淡化孝道确实是情非得

已。“常回家看看”入法，并
不代表这会成为子女的自
觉，也不代表客观条件已
经成熟。要实现“常回家看
看”，必须先畅通“回家的
路”。如果带薪休假制度不
落实，出行障碍不消除，常

回家很可能是种奢望。
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不是孤立的，它要与保
障劳动者权益类法律法规
的落实“携手前进”，“朝阳
权益”有保障，才更有利于
保障“夕阳权益”。

□司马童

“常回家看看”入法的
消息一传出就引起热议，
称其“缺乏现实操作意义”
者有之，疑其“推卸社会尊
老责任”者有之……这一
条款要落到实处，确实有

诸多问题需要解答，不过，
笔者认为，对“常回家看
看”入法不妨持肯定态度。
毕竟，此举能促使子女重
视老人的精神赡养，对全
社会形成“尊老、爱老”的
风气也是正面导向。

当然，该条款要真正落

实，需要包括用工单位在内
的整个社会做好配合，为公
民“良好施孝”提供便利。而
为人子女者也应注意，不要
有意无意地将自身的“主动
不够”归咎于“外部环境”的
阻碍，切莫到“子欲养而亲不
待”时才后悔莫及。

一般出问题和影响大
的项目，要么是大的国企的
建设项目，要么是政府投资
的项目。

环保法修正案草案提
高了对未批先建的处罚力
度，对此，中科院科技政策
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王毅指出，这类项目单靠环
保部门或是罚款很难解决，
一方面环保部门的执行能
力比较弱，另一方面，这些
大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也不
怕罚。不从思想观念上改
变，不把“保护优先”落到实
处，即使规定了相关条款，

也难以达到好的效果。

遗憾的是，我们至今只
看到了这一家大学在秉持
常识，捍卫公平底线，其他
更多的学校，对于这种公然
的造假，仍然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

清华大学四川招生组
多次重申，不承认四川“二
级运动员”的20分高考加分
政策。对此，《新京报》发表
评论肯定清华大学这一做
法，同时表示，“拒绝注水加
分，不能只是清华在战斗。”
维护高招公平，需要从高校

到政府的共同努力。

学历低不等于见识低，
收入低也不等于没头脑。

针对“微博用户学历
低、年龄低、收入低”的说
法，时评人蔡辉撰文表示不
同意见。蔡辉表示，只要是
人民的意见，都应高度重
视，人为地将学历低、收入
少、年龄小的群体剔除出
来，打入另册，这将消解信
任与和解的基础。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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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论坛

7月1日，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开始实施。其中，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
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本报今日A10版)

徒法不足以自行

不妨肯定法制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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