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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优势，“小产权房”难抬头

别让“申请期限”伤了英雄的心
王皇

31年前，山东章丘的苗万俊
在辽宁营口救了一位落水老人，
因救人导致肺部感染，并在1986

年和2 0 1 1年做了两次左侧肺叶
切除手术。如今躺在病床上的
他，不但身体越来越差，还因长
期治疗背负了几十万的外债。
(本报今日A06版)

按照山东省和辽宁省的相关
规定，“见义勇为”的申请期限分
别是“不超过两年”和“不得超过
一年”，苗万俊已经错过了认定

“见义勇为”的时间。对此，相关部

门似乎也没有破例的可能。济南
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就
表示，即使苗万俊的事情有确凿
的证据，认定“见义勇为”也必须
根据相关条例来进行。

经记者查询得知，我国法律
还没有对“见义勇为”的明确统
一的定义，申报、认定、补偿等环
节的程序性规定并不完善。在缺
少社会关注和呼吁的情况下，苗
万俊们即使跑断腿，恐怕也会被
规定挡在“见义勇为”的门外。

事实上，苗万俊的悲情遭遇
并非个案，但各个省市可以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认定，导致

同样的事情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
果。据公开报道，湖北省的相关规
定里就没有明确的申请期限，只
要求能够证明自己的救人事迹，
武汉市民方俊明就是在救人28年
后被认定为“见义勇为”。

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件多
了，对良好的社会风气也是一种
打击。人们一方面惊叹中国传统
道德观的弱化以及社会冷漠的
加剧，另一方面又唏嘘英雄们得
不到基本的治疗、抚恤和赔偿。
对于苗万俊目前的困境而言，修
改相关的规定恐怕难解“燃眉之
急”，但相关的政府部门还是应

该认识到苗万俊们对整个社会
的意义，通过实际行动给他们一
个说法，抚慰一下英雄受伤的
心。

只有给见义勇为者和他们
的家人提供法律上和制度上的
保障，才能促进社会善良风气的
形成，延续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
传统。按照规定，苗万俊或许不
能被破例评上“见义勇为”，但他
的人生经历应该成为催化剂，推
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杜绝类
似事情的再度发生。

(作者为本报济南新闻中心
见习记者)

摒弃交通陋习

大家都是受益者

董钊

近两年来，从醉驾入刑到“史上
最严交规”，从“中国式过马路”再到

“闯黄灯受罚”，有关交通的热点话
题不断。仔细观察可知，无论是哪类
交通违法行为，似乎都能与一个词
扯上关系——— 交通陋习。(本报今日
A10版)

从某种意义上讲，道路也是城
市的脸面，展现着一方社会人情，较
为普遍的不文明驾驶行为，无形中
贬抑着城市人的文明素质。我们就
不得不思考，摒弃交通陋习究竟要
靠什么？

摒弃交通陋习，应避免“运动
化”的执法方式。目前，治理交通陋
习，已经成为各地交通管理的重点
工作。关键问题是，在重点整治的时
间和路段之外，怎么才能保证驾驶人
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看来，形成
常态机制尤为重要，通过强制性规定
和处罚措施的应用，让机动车驾驶员
逐步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

当然，改变交通陋习重在规则
的执行。常有驾驶员反映，个别地方
的管理者存在选择性执法的情况，
自己的违法违规是不是会受惩罚，
很大程度上看运气。看来，要培养全
民的规则意识，就需要执法者坚持
公平执法，杜绝部分驾驶员存在的
侥幸心理。

规则意识的养成，应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远非“一阵风”式的宣传和治
理所能解决。普通的驾驶员也应该认
识到，要是“见缝插针”等交通陋习无
法根除，受影响的是整体性的道路安
全和通行效率，每个人都会成为受害
者。改变交通陋习，维护良好的道路秩
序，符合每个人的利益。

(作者为本报机动新闻中心记者)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后，“小产权房”市场又暗流涌
动。连日来，国土资源部、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联合发文，再次强调
坚决查处“小产权房”建设、销售
行为。本报记者日前在济南调查
发现，个别城乡接合部存在成片
的“小产权房”，小产权房“交易”
也成了一些房产中介的重要收
入来源。(本报今日A08版)

不具有房管部门颁发的产

权证，主管部门也多次申明“坚
决遏制”的官方态度，违规建设、
出售的“小产权房”还是成了不
少城市面临的顽疾。相比合法的
商品房，“小产权房”对购房者最
大的吸引力在于价格，助“小产
权房”“抬头”的，还是在高涨的
房价面前，普通群众对安居的迫
切需求。

有调查显示，“小产权房”成
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是从2 0 0 7年
开始的，而这一年也正是房价上
涨迈入快速之年。随着城乡之间
的人口流动规模日益扩大，越来
越多的人涌向城市，同时也带来
了对住房的需求。相比合法的商
品房，“小产权房”的价格优势相

当明显，通常只是相邻商品房的
一半甚至三分之一，正是出于价
格上的考虑，一部分购房者宁可
去冒产权风险。从记者调查来
看，“购买”“小产权房”的多数是
年轻人和外来打工者，也印证了
上述观点。

目前，如何处理“小产权房”
成了一些城市面临的难题，尤其
是一些入住较久的项目。2012年
上半年，北京开始集中清理整治

“小产权房”，主要目标是在建和
在售的项目，而已售的“小产权
房”由于情况复杂，当地政府在
处理上较为谨慎。就拿济南的情
况来说，不少“小产权房”已经入
住多年，怎样平衡法律的严肃性

和“业主”的切身利益，考验着相
关职能部门的管理智慧。

从长远来看，要想杜绝违规
建设、销售的“小产权房”，还是
要从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入
手，增强合法房产对购买者的吸
引力。一方面，要改变“摊大饼”
式的城市发展，增强城市建设的
规划性，将基础性配套向合法房
产倾斜；另一方面，加大对保障
性住房的资金投入，满足城市中
低收入者的安居需求。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需摆
脱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严格
执行中央制定的房地产调控政
策，让失去价格优势的“小产权
房”在竞争中“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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