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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齐鲁视点

记者来信

该走哪条线，让司机自己算一算

一边是超负荷运转，车辆拥
堵不堪，另一边却是双向6车道，
车辆寥寥无几，济青北线与济青南
线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情况长期存
在，既浪费了有限的道路资源，也
给群众出行造成麻烦，这些问题亟
需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本
报今日A06-A07版）

要想协调好道路资源的使
用，引导车辆的选择，关键要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尤其是价格机制这一市场运

行中最有效的调节手段。
在开通之初，济青南线就被

赋予“重托”，目的就是分担北线
的车流压力，但实际作用并不明
显。调查显示，济青北线多个路段
的实际车流量已经大大超出设计
车流量，而南线的实际车流量仅仅
达到设计车流量的19%。超负荷运
转造成济青北线拥堵不说，交通事
故的频发更是危及群众的安全。一
边是拓宽北线的呼声日渐升高，一
边是南线“空置”造成的道路资源
浪费，如果能有办法协调一下南
北的车流，岂不是两全其美？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造
成济青高速“北热南冷”的重要原
因就是司机们心中盘算的经济

账。据了解，济青南线贯穿鲁中山
区，上下坡就占了路长的20%，对
车辆油耗影响很大。有研究者随
机对行经青银鲁冀收费站的大货
车进行了调查，其中有47%的货车
司机出于“爬坡费油”的担心选择
济青北线，算的就是油价和高速收
费综合起来的经济账。因此，在油
价相对一致的前提下，高速收费
标准的调整成了解决问题的突破
口，通过价格的升降，改变两条线
路在司机心中的“地位”，算过经
济账，自然知道要选哪条线。

当然，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
不能单纯理解成涨价，合理配置
道路资源是一方面，高速收费标
准的调整，还应当起到减轻群众

出行成本的作用。要想解决济青
高速“北热南冷”问题，提高南线
的吸引力至关重要，不妨把南线
的高速收费标准降下来，引导更
多的人主动去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调整高速收
费标准，运用价格机制协调道路
资源，也与中央最新的改革决策
相吻合。本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完善主要
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文中的

“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
通等领域价格改革”，更是给我省
解决济青高速“北热南冷”问题指
明了方向。

杜绝交警收黑钱，查人别忘查“病根”

鼓励土地流转

要用效益说话

张跃峰

目前，聊城市土地流转面积
达到82 . 95万亩，占到全市农户承
包土地总面积的11 . 35%。土地流
转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鼓励农村土地经营权在公
开市场上流转，这是中央针对新
型农业经营体系提出的改革方
向。如何将这项利国利民的政策
推行好，是对各地政府的考验。

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对
于农村各项工作来讲，充分尊重
农民的自主选择权至关重要。此
前有不少地方，采取行政命令或
强制的方法让农民上楼，浪费资
源不说，还引发了农民与政府之
间的矛盾，教训不可谓不深。

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方
面，地方政府的工作阻力也不少。
在采访中笔者注意到，不少农民
把土地看成了“保命田”、“退路
田”，坚持自己耕种。对此，聊城市
的方法是用效益说话，通过以小
麦做租金、置换好地等方式，让那
些把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真正旱
涝保收。如此一来，大大提高了农
民的积极性，这才有了高比例的
流转土地。

现如今，全面深化改革的号
角已经吹响，要求“顶层设计与
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对于地
方来说，积极开展适合本地的探
索是不可或缺的，要在充分保障
群众利益的基础上，调动普通群
众的积极性。

(作者为本报聊城站记者)

高扩

昨天，本报刊发了题为《东阿
三道卡，交警深夜收“黑钱”》的报
道，引起了强烈社会反响。11月20

日，聊城市纪委对此进行初步查
处，东阿交警大队大队长杜风雷、
分管副大队长赵仕锋停职，配合
调查。聊城市纪委表示，进一步的
调查正在进行，会在第一时间向
媒体和社会通报。

在此次事件处理中，聊城市
有关方面快速反应，处理问题的
态度令人印象深刻，但这只是个
开始。接下来需要做的是，通过深

入调查，找出涉事的公职人员，查
摆管理中的漏洞，挖掘问题的症
结，出台措施防止类似问题再次
发生。

事实上，类似的交警设卡收
“黑钱”现象在其他地方也出现
过，相关的报道也有不少。在类似
的事件中，一旦问题被曝光，相关
部门的处理不可谓不快，惩罚不可
谓不重，但“按下葫芦起来瓢”，没找
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无法从根
本上杜绝执法者的滥权行为。

就在采访的过程中，笔者听
到了一种说法：谁谁谁被曝光了，
谁让他倒霉呢？甚至一些执法者，

也把曝光的交警看成是“走霉
运”。有了这样的想法，自然不会
对问题的根源进行深入分析，更
谈不上做些实质性的改变，避过

“风头”之后，同样的问题很可能
再次发生。

最难以根治的是思想上的病
症。在前不久召开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上，“建设法治中国”首次写
入党的文献，将法治提到如此的
高度并非毫无缘由，其中一个原
因就是法治意识淡薄的现象仍旧
比较严重，甚至存在于一些执法
者中。如何让执法者成为守法的
模范，值得人们深思。

在此次事件中，东阿交警大
队的相关领导已经被停职，但问
题的关键在于接下来的调查。人
们希望看到的是，通过更深入的
调查，包括对执法权的监督存在
哪些问题，对执法人员的管理存
在什么漏洞，都能调查清楚。

而在此基础上，当地交警部
门也应当从中吸取教训，出台切
实有效的措施，建立起完善的监
督体系，把执法权关进制度的笼
子里。唯有这样，才算是给老百姓
一个满意的答复，也给过往的货
车司机吃下定心丸。(作者为本报
时政新闻中心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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