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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扩

近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意
见》出台。意见指出从2014年起到
2018年，省政府每年拿出不少于10

亿元作为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
金，从而带动就业。

意见专门提到提高小微企业
的创业补贴：从2014年起，对首次
领取营业执照并正常经营1年以
上的小微企业，给予不低于1万元
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对吸纳就业
人员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
动合同的，按照申请补贴时创造
就业岗位数量给予每个岗位2000

元的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
创业补贴政策，山东一直在

执行。2011年9月，省财政厅和省人
社厅就共同印发了《山东省就业
专项资金暂行管理办法》，其中规
定的创业岗位开发补贴为每个岗
位500元，而对于创业成功者的一
次性创业补贴，只做了笼统性的
规定，只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

比如今年8月份，日照市刚刚
提高了一次性创业补贴的标准，
吸纳就业3人及以上的由2000元提
高到3000元，吸纳就业3人以下的
由1000元提高到3000元。不可否
认，对于一次性创业补贴，有肯定
比没有好。以日照市为例，即使在

标准提高之后，成功创业者的一
次性补贴最高也只有5000元。

如今，人力、房租等成本居高
不下，对小微企业来说，5000元的
补贴可谓杯水车薪。很多创业者
也因此反映，一次性创业补贴“不
解渴”。此次省政府意见的出台，
将一次性创业补贴标准提高到了
不低于1万元，取消了原本只在有
条件的地区实行的规定，而1万元
只是下限，有实力的地方自然可
以把补贴标准提高。

此次省政府11条意见，不仅涉
及创业补贴，还包括小额担保贷款、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内容，可见政
府为创业者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努

力，解决小微企业在发展中最常见
的贷款难、招工难等棘手问题，这比
1万元的补贴更为实在。

今年，更多的大学毕业生走
向社会，加上退伍复员军人等新
增就业群体，就业难上加难。近
期，省政府多次提到要打造国内
领先的营商环境，这对政府职能
部门的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政
府的作用是要搭好创业之台，做
好服务，这其中的关键是工作方
式方法的创新，工夫要用在如何
搭台，如何打造优质的创业环境、
领先的营商环境上。
(作者为本报时政新闻中心记者)

22日是第七个“中国城市无
车日”，颇为吊诡的是，昨天我省
多地出现雾霾天。济南、聊城、菏
泽等地空气质量监测站点达到重
度污染。而据专家表示，目前济南
市 空 气 中 的 首 要 污 染 物 多 为
PM2 . 5，机动车尾气排放量增多是
主要原因。

一边是志愿者在街头呼吁
“绿色出行”，一边是高峰时段马
路成为停车场。昨天，济南多个部
门发出少开一天车的倡议，政府

机关工作人员也带头选择坐班
车，但很多市民仍选择驾车出行，
一些受访市民明确表示不知“无
车日”为何物。

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的“无
车日”遭遇漠视，显然不能仅仅将
其归结为宣传不力，更主要的原
因是，“无车日”实行七年来，始终
未能解决市民不开车后怎么出行
的难题。毕竟，在出行刚需的情况
下，如果公共交通不够给力，即便
环保意识再强的人，也很难对“无
车日”保持广泛而长期的参与热
情。

本报官方微博的调查说明了
这种困境，有70%的网友认为汽车
尾气是空气污染重要原因，但在

有车一族中，41 . 67%的网友认为
“ 公 交 车 少 、不 方 便 ”，另 外 有
27 . 78%的网友认为“公交车也堵
车，会耽误上班时间”。

昨天，济南4400多辆公交车
全部出动并加密班次。不过，济南
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不含步行)

仅为29 . 69%，距离“公交都市”40%

的目标值尚有较大差距。
与私家车相比，公交车环保、

省钱，3辆公交车就能替代135辆
小车，在不同交通工具的博弈中，
理应处在有利位置，之所以不受
重视，与公共交通投入的长期欠
账不无关系。比如公交场站布局
不完善，一些新建小区成为公交
抵达不到的“孤岛”；由于公交站

与办公地点、居民小区没有衔接
交通工具，最后一公里成为出行
难题；公交、自行车路权得不到保
障，公交准点率大打折扣，自行车
道长期被占等等。针对这些问题，
诸如定制公交、公共自行车、公交
专用道等呼声已经持续多年，省
内外也有一些城市开始试点。

冀望通过一两个“无车日”改
变市民出行习惯，改善城市交通
状况并不现实。要想真正实现“绿
色出行”，有赖于对公共交通长期
的投入。比如，“无车日”当天的公
交加密车次、延时运行常态化、制
度化；公交车坚持普惠于民，而不
是一边鼓励公交出行，一边伺机
抬高票价人为制造门槛。

王兴飞

采访四岁男童欢欢在商场意外
触电一事，让我深思：一个面向顾
客、面向全体公众的楼梯，何以触摸
一下扶手就危及生命？公共安全又
如何沦落到如此地步？

欢欢触电前，一位送货工人也
在这处楼梯触电，然而他的遭遇未
得到商场管理方的重视。管理方知
道楼梯存在触电危险后，未及时安
排人员检修，甚至麻木到连警示牌
都未设置。没有隔离线，这直接导致
了玩耍的欢欢碰到扶手后触电倒
地。如果没有小欢欢，真不知下一个
触电的会是谁。

在商场采访时，那里音响播放
着消防安全通知，门口的电子屏上
不厌其烦地刷着安全注意事项和消
防安全的各项条款。“这里安全吗？”
记者问，商场卖衣服的一个老板说这
些安全知识每天都在商场里面播放，
听多了，习惯了和没听到差不多。

“他们大都是在交电费的时候或
者是有人来查的时候管一管。”这是商
场一位柜台老板说的话，话不多，却有
深意。

同一个楼梯，一天两起触电事
故，让人不得不拷问管理方的道德底
线和安全底线在何方。对待问责的欢
欢家人，面对商场业主，管理方却以

“电工中秋放假，叫回需要多花钱”解
释。如此解释，没有丝毫对生命的敬
畏，完全一副管理者的傲慢嘴脸，让
人气愤：多少钱可以抵上一条人命？

触碰不到现实的安全打了折
扣，所谓的安全背离了他的实质，远
离初衷。

(作者为本报机动新闻中心记者)

拥堵“无车日”更盼公交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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