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
稿
启
事

城市治堵需要更多科技含量

中秋小长假，多陪陪父母
嬉笑怒骂

名嘴说事

一家之言

头条评论

我来抛砖

@ 楚楚的天空：说来惭愧，自从上了大学之
后，我就没陪父母一起过中秋。大学在外地，工作
了也在外地，短暂的中秋假期让我却步。打电话跟
老妈说起，她照例说没事，但听得出妈妈淡淡的失
落。

医生可别乱放狠话吓到患者

我有话说

漫漫画画：：夏夏坤坤

毛旭松

在拥堵的市区开车，最让司
机头疼的恐怕非堵车莫属。为了
更好地解决城市堵车难题，烟台
市近日安装了交通诱导屏，诱导
屏将实时显示道路拥堵情况，司
机可以根据屏显情况，选择最畅
通的道路。

治理交通拥堵问题几乎是每
座城市都面临的棘手问题，然而，

由于城市有车一族急剧增加等客
观因素的存在，导致交通拥堵的
状况很难得到根本性缓解。尽管
部门不遗余力呼吁市民放弃私家
车乘公交出行，但收效甚微。有些
一线大城市还推动强制性单双号
限行、摇号限购，如今北京更是研
究出台向车主征收交通拥堵费的
措施，治堵效果如何暂且不知，倒
是先招来了民众的强烈反对。

交通拥堵不像看到的那么简
单，它的出现实际上是整座城市
各方面弊端引发的问题。中心区、
老城区的道路狭窄可开发空间
小，医院、高校、写字楼等车流量

较大的单位也集中在市区，购买
私家车的家庭日益增多，这些都
是客观存在且不太可能解决的难
题。

虽然靠罚款限行可能会在短
期内取得一些效果，但就像我们
看到的越来越堵的现状，实际上
这种方法能够起到的作用越来越
边缘化。鉴于此，通过设立交通诱
导屏等科技手段来疏导交通，才
是今后我们不再受困于拥堵的最
佳途径。

交通诱导屏可以诱导车辆使
用者合理地选择出行方式，通过
分流的方式实现道路车流量的合

理分配。当然，交通诱导屏在使用
过程中，一定要结合实践进行更
加完善的改进，比如，更新数据更
加及时、准确。如今，诱导屏所提
示的是前方区域的大体路况信
息，给司机提供的是“参考”，而不
是“指示”，随着科技的进步，可以
进而实现前瞻性的预测，给司机
提供更直观的帮助。

设立交通诱导屏是科技治堵
的一个方面，像调整优化交通信
号灯配时等都是重要的组成部
分。相关部门除了给司机提供一
些静态交通信息外，还应该利用
车载装置、手机、网络、电台等多

种渠道，将绕行信息实时发布。
交通诱导屏并不是治堵神

器，更为关键的还是司机朋友的
文明驾驶。有人在车上打手机，车
子在车道上慢悠悠或者严重跑
偏，影响后方车辆；有些大货车，
出租车紧急变道不打方向灯，紧
急刹车更是家常便饭。可见解决
拥堵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
要从每个人做起。

如果把城市拥堵比作一种城
市病，要解决问题不是“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那么简单。只有优化城市规
划、推进交通文明、运用科技手段等
并行，才能够取得显著效果。

少一点花架子，省下钱来多栽
树。今年国庆的天安门广场，将缩
小摆花规模，政府机关门区原则上
不摆放大型花坛。这不仅可以减少
行政支出，更重要的标志意义在于
反对形式主义。若摆花都不能戒奢
靡，难免成花架子。

——— 杨明森(媒体人)

中国已成为全球储蓄金额、储
蓄率、人均储蓄最高的国家，人均
储蓄已经超过3万元，储蓄率已超
过50%，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高储蓄率是中国经济之痒、百姓之
痛。在一个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
人均居民储蓄没有意义。只有消除
人们对养老、医疗、教育的后顾之
忧，老百姓才敢花钱才能把储蓄转
成消费力。

——— 老徐时评(媒体人)

新闻：11日，2013年诺贝尔奖
北京论坛继续举行，2006年经济学
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说：“很多
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轻人，都挤着
想去做公务员，这是一种严重的浪
费。”(新京报)

点评：那些满嘴跑火车的专家
看看人家怎么说的。

新闻：知名广告公司智威汤逊
近日对分布在全球27个国家和地
区的消费者进行了调查，数据显
示，全球平均有71%的人处在焦虑
的状态之中。巴基斯坦人是全球焦
虑指数最高的人群，焦虑人群超过
90%，中国则为57%，低于世界均
值。(南方都市报)

点评：请那43%的人介绍一下
不焦虑的经验。

新闻：近日，教育部前发言人、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在其微博
上倡议，取消小学英语课，增加国
学教育，取缔社会少儿英语班。他
甚至主张，中考和高考去除英语科
目，提高汉语测试比重。(新京报)

点评：幸亏是“前发言人”说的。

新闻：11日17时40分许，北京国
贸景恒街路口，一名男子爬上街边
电线杆，打出条幅称“求见偶像秦
海璐”引发围观。一小时后，该男子
被民警和消防队员成功救下。警方
表示，男子已被治安拘留。(新京报)

点评：没有看热闹的，他也就
下来了。

新闻：位于北京东三环的CBD

核心区正在建设中，未来这里将新
增19座摩天高楼，吸引跨国公司地
区总部、国际金融机构等进驻。北
京市规划委发布，CBD核心区项目
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5栋高楼的
设计方案已定。此外，清华大学光
华路新校区也选址于此。(新华网)

点评：盖那么高，不就是为了
吸一口干净的空气吗？

娟子(芝罘区)

前些日子，姐姐不小心摔
了一跤，膝盖处着地受了点
伤，但不耽搁走路，当时也就
没怎么在意，每天晚上还是坚
持去跳舞，也许是活动量大了
些，过了些日子，姐的膝盖一
直未见好转，始终有些疼痛，
最后竟不能去跳舞了，姐姐这
才着急了，我决定陪她去医院
看看。

接诊的是一位中年男大
夫，看样子文质彬彬。他用手
把姐姐的腿捏了捏，问腿疼多
长时间了，姐姐说快一个月
了。拍了片子拿给大夫后，大
夫很快做出了判断，说病情很

严重，拖得时间太长了，先开
点药吃着试试，弄不好要换膝
盖。姐姐当时眼前一黑，差点
晕过去，精神几近崩溃，就怕
自己的后半生成了瘸子，而从
此不能跳舞。

慎重起见，我又陪她辗转
去了另一家医院，这次是一位
老大夫接诊。他把姐姐的腿直
过来蜷过去，用手仔细捏了
捏，又让姐姐蹲下来试试，询
问了病情，又拍了片子。最后
老大夫的诊断结果是：“骨关
节很好，就是滑膜稍有点发
炎，不是很严重，现在最重要
的是回家慢慢养着，最近一段
时间不能做剧烈运动，然后用
粗盐炒过后上热敷，过些日子

就好了。”
吃着老大夫开的药，又

认真地每天上热敷，姐姐的
腿慢慢好了。现在，她每天活
跃在广场上跳舞，灵活自如，
早把换膝盖的恐惧忘在了脑
后。想想那天姐从医院回来
后，被大夫的话吓得茶饭不
思，觉也睡不着，仿佛世界末
日来临。

那位语出“狠话”的大夫，
还没把病情诊断彻底明白就
武断地对病人说要换膝盖。殊
不知，也许是你轻描淡写的一
句话，可是让病人承受了多大
的精神压力？就是真需要换膝
盖，也应该婉转一点，这样岂
不更人性化一些呢？

@紫晶凌凌：工作了不
自由，等有了家庭就更不
自由了。

@鱼铭888：好好努力工
作，争取把父母接到身边。

@我心乘风：努力在烟
台安家，买个大大的房子，
与父母共享。

@摸索前进：由于工作
繁 忙 ，一 个 电 话 、一 声 问
候，父母也是能理解的。

@大眼妹家的幸福：自
从初中毕业后，就一直离家
在外学习、工作。每年回家
总觉得很艰难，一票难求，
更别提中秋在家陪父母一
起过了。其实我知道爸妈很
期待我能常回家看看，今年

想给爸妈一个惊喜。
@晨晨20120612：今年

中秋带着宝宝回家陪父母
过节，希望父母身体健康。

@x iaobenben88：中秋
是团圆的日子，不论回家
的路有多遥远，我也一定
要回家陪父母过一个团圆
节，一起赏赏月吃吃月饼，
告诉他们：你们永远是我
最在乎的人！

@小千千：我知道今年
的中秋，又不能回家陪父
母过节了，心里非常愧疚。

@秋心：并不只有中秋
节才必须回家团圆，平时回
家陪父母坐着聊聊天，让父
母的心不再感到空虚，这样

的话，每天都是中秋节。
@丽色火鸟：暑假没有

回家陪父母，眼看中秋也是
回不去了。问自己这种状态
到底还要持续多久？一年就
见一次，老人活到100岁，还
能见20多次，心真的好凉！

@傲世清荷：年老的父
亲记忆力越来越差，他不
记得刚吃过饭，甚至连儿
子都不认得了。儿子带他
去吃饭，盘里只剩两个饺
子，父亲直接用手把饺子
放进口袋。父亲说：“这是
留给我儿子的，儿子最爱
吃这个。”中秋快到了，记
得多陪陪父母！

来源：17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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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至上与读书无用

魏同山(芝罘区)

傍晚在路上散步，看见一位
中年人在对一个小孩说：“读书是
你唯一的出路，你得好好学习。”
孩子看起来最多是小学生，似懂
非懂地答应着。我想，孩子倒不见
得完全明白大人的意思，但家长
从小对孩子传递这种观点，或许
很不科学。

这让我联想起几天来甚嚣尘
上的话题———“读书无用论”。“读
书无用”与“读书唯一”截然相反，
但都是极端。孩子从小就片面地受
读书是唯一出路的熏染，在今后漫
长的求学生涯中，可能会将学习压
倒一切，最后连不少生活必需的能
力也抛弃了，现实中这样的事情也
层出不穷。而“读书无用”更是毫无
道理，或许是因为当今严酷的就业
压力而出现的观点。谁都不能否
认，读书是个人提高素养乃至国家
进步的需要。

毫无疑问，两者皆不可取。孩
子的学习生活需要多元化，简单来
说孩子的性格等条件不一样，对于
孩子的教育也应因材施教。

正经过日子

不能马大哈
王春红(蓬莱市)

虽说夏去秋来，气温回落，仍
有些人懒得生火做饭。这些日子我
就没生火，不是出去吃蹭饭，就是
买点现成的对付。今天在厨房碰了
一下面粉袋，感觉不对：怎么硬了？
原来受潮了。再查看米袋，大米生
虫了，黑豆也招了飞虫。粮食来之
不易，连幼儿园小朋友都能背诵

“粒粒皆辛苦”。餐桌上的浪费要杜
绝，保管贮藏环节搞得不好，损失
也惊人呀！

我有亲戚在粮食部门工作，早
年粮库储运加工机械化程度低，职
工都很辛苦。为防虫害，过夏一些
粮食要做熏蒸、晾晒处理，既麻烦
又费时，可又一点也不敢疏忽大
意。现在条件好些，仍然不敢掉以
轻心。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防
治虫害依旧是重中之重。

说到市民家储粮食，经历高温
多雨季节更不能不闻不问。防潮、
防淋、防虫，事事都需想在前头，措
施到位。一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以防殃及其他储粮。

回家倒倒米袋子吧，在柴米油
盐酱醋茶那些事里，这可算是头等
大事。正经过日子，这可不能马大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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