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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话题

嬉笑怒骂

新闻：开学了，郑州中小学逐
步进入正常的学习轨道，学生发现
鲁迅的《风筝》从七年级语文教材
中剔除了。青年作家赵瑜认为鲁迅
的很多文章是他40岁以后写的，内
容不适合初中生阅读，让孩子过早
接触鲁迅，不如让他们接触宫崎
骏。(河南商报)

点评：莫非教材中入选作家的
文章都是他们年轻时候所写？

新闻：“法官都失足何况孩
子？”梦鸽将案件归结为社会环境
影响和孩子交友不慎：“上海的4个
法官还是成年人，非常优秀的干部
同志们，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失
足了，孩子们怎么经得起这样的诱
惑？”(环球时报)

点评：一个坚持在梦里不肯醒
来的女人。

为加大本地读者评论力

度，形成关注烟台的良好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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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头条评论 车位租金之争需法律打上补丁
毛旭松

烟台一小区业主接到开发
商通知，小区车位需要长期租
用，业主必须一次性交齐2 0年
的租金。这让一些业主，尤其是
刚买房买车的年轻一族叫苦不
迭。“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从
哪去凑啊？”(本报今日C06、07

版报道)

从开发商角度来说，不论是
按年还是按月收车位租金，资金
回笼的速度实在太慢了。以20年
长租的方式变相将车位“卖”掉，
无疑将在短时期回收大量资金。
然而这种以租代售的做法，显然
逃脱不了圈钱套现的嫌疑。

随着有车族的庞大，小区停
车难的矛盾愈演愈烈，在这种情

况下，开发商乘虚而入，推出20

年长租实在是火上浇油，很容易
激发业主跟开发商、物业的矛
盾。

小区有车家庭增加，车位
又非按照1 : 1来规划，最终没有
租到车位的业主只能将车辆停
到小区外，所以即便业主强烈
不满，在车多位少时，业主仍会
花高价长租。这点从深圳等一
线城市可以看出，虽然长租2 0

年的车位租赁交易并不为法律
界人士提倡，但日益紧张的车
位供需矛盾却让停车位的交易
温度一路催高。

然而从业主角度来说，除了
20年租金不菲外，谁能保证会在
一个小区住一辈子呢？花20年租
金买了车位，一旦选择离开，车

位将如何处置是个问题。另外，
小区开发商虽然始终如一，但车
位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却由物业
承担，谁又能保证物业公司始终
为业主服务呢？

就目前情况看，很多小区
的物业公司跟业主间关系并不
融洽，物业公司被解聘是很平
常的事情。诚如有些业主担心
的，新来的物业接手后，与开发
商交接地下车库不顺利，或者
出现资金上的纠葛，受侵害的
就必然是已交租金的车主利
益。因此，一次性收取 2 0年租
金，这对开发商而言获益不浅，
而业主则要承担各种不可预期
的风险。

《合同法》有关物业出租期
限的条文明确规定，最长期限为

20年，超过20年的部分无效。就
此来看，开发商并不违法，至多
算是打了法律的擦边球。然而停
车位到底属于业主公摊还是开
发商所有，相关法规缺乏明确详
细的规定。这就给了开发商很多
可操作的空间，堂而皇之把车位
当成了“摇钱树”,在车位供求关
系紧张的情况下 ,牢牢把控制权
掌握在手中，利用法律盲点牟取
利益。

所以问题的解决，需要厘清
小区车位的产权问题，政府管理
部门要进行有效监督，坚决杜绝
开发商借潜规则浑水摸鱼，让小
区业主多花冤枉钱。问题的彻底
解决还有赖于法律的完善，通过
明文规定规范小区开发商的行
为，补上法律盲点的漏洞。

希望城区道路能“健康长寿”

慕言(芝罘区)

我住在芝罘区一个老居民
区内，天天走在街巷那些伤痕
累累的路面上，看在眼里，痛在
心中。这不，门前这条不到百米
的路又有市政工人在为它打补
丁了。

市内大大小小的路，很多坑
坑洼洼。特别是主干道以外的街
巷路面，有的居民讥讽街道上的
柏油路是用豆腐渣铺的，年年修
路岁岁破损，路总是修来修去，
让人不得安宁。经常是刚刚走上
熟悉的道路，前方因修路又被堵
住了，绕行是经常的事，浪费了

很多时间，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本来好好的路面，因为经

常被开肠破肚而弄得满身伤
疤、膏药遍体。难道城市道路的
脸面非要这么难看，真就不可
救药吗？

修路的根本目的在于方便
群众出行，而群众也会对此表示
理解。但如果反反复复挖坑、修
路，便民成为扰民，群众就难于
理解和宽容了。如果长年走在千
疮百孔的路面上，难免会滋生怨
言。

道路是城市形象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城市运转的“动脉”。
道路顺畅，既方便市民出行，也

增强城市的活力，同时也彰显着
城市的管理水平。人人都希望道
路能“健康长寿”，保持路面平
整、美观，给人们以行走的方便。
所以，我们要修好路、管好路，让
平整的路面不再“短命”。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道路不
到设计年限便要修复，有关部门
负责人称主要还是“管理上的问
题”。市区道路地下管线、管网密
布，管理不到位，水电、燃气、电
信等各个相关部门衔接不好，便
会出现重复不断地开膛破路。

道路属公共工程，花财政的
钱，老百姓要有监督的权力。政
府要向百姓公布和说明建设、维

护公共产品的成本。路不能随意
地修了拆、拆了修。我们不能光
看到路的质量差，而看不见谁被
问过责。有了切切实实的问责，
还会有那么多不健康的路吗？想
修好路管好路，其实很简单，将
路的质量和相关官员的帽子挂
钩，和施工方的钱袋挂钩。

道路的管护很关键，要防止
“重修补、轻管护”的现象。要切
实加强住建局与规划、城管等
部门的工作对接，增强道路管
理的协调性，提高管理的效率。
使路面“健康长寿”，让我们城
市的道路靓起来，也不是什么
太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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