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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僵尸尸车车””还还应应从从制制度度上上清清理理

1 1月 2 1日齐鲁晚报·今日
枣庄《停路口两年“僵尸车”被
清》一稿报道，2 0日 ,市中交警
工作人员按照群众举报 ,将停
放 在 东 花 园 社 区 已 有 两 年 多
没动地方的一辆“僵尸车”清
理出了小区。

近年来车越来越多，到报
废年限的车也随之增多，一些
报废车辆长期“死”在街头或
居民小区，车灯破碎、轮胎干
瘪、车窗没了、车身布满灰尘，
要 么 成 了 老 鼠 或 流 浪 动 物 的

“安乐窝”，要么成了一些人的
方 便 之 地 。就 拿 上 述 这 辆 来
说，两年未挪窝，占用道路资
源 ，为 当 地 居 民 造 成 不 便 不
说，还影响市容市貌，安全隐
患也非常大。交警出手清理，
当地居民得以暂时清静。之所
以 说 是“ 暂 时 ”清 静 ，是 因 为

“清了这一个，还有后来者。”
按 说 到 了 报 废 年 限 的 车

辆，就应该按规定程序处置，
现行的《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
法》第 1 9 条规定：报废汽车的

收 购 价 格 ，按 照 金 属 含 量 折
算，参照废旧金属市场价格计
价。这也就是说，报废车辆的
残值对车主来说可有可无，而
且办理销户、处理违章、审验
等一系列繁琐手续，单从经济
成 本 上 说 ，就 已 经 是 入 不 敷
出 ，更 别 说 浪 费 时 间 和 精 力
了。从管理上说，交警部门只
能限制报废车辆上路，而对此
类 车 辆 不 上 路 或 长 期 停 留 则
束手无策。这样以来，就使得
一些车主图省事，随意丢弃报

废车辆，既不用理繁杂手续，
也 不 用 花 钱 处 理 违 章 及 逾 期
未审验等带来的麻烦，也不需
要承担停车费等经济压力，何
乐而不为呢？

因 此 ，我 们 在 奉 劝 报 废
车 的 车 主 要 顾 及 城 市 形 象 和
他 人 利 益 ，及 时 妥 善 地 处 理
好 车 辆 报 废 事 宜 的 同 时 ，希
望 尽 快 填 补 法 律 法 规 漏 洞 ，
给 报 废 车 辆 一 个 合 理 的 处 置
办 法 ，激 发 车 主 正 确 处 置 报
废车辆的积极性。但是，完善

法 律 法 规 毕 竟 涉 及 的 问 题 很
多，一时半会恐怕难以如愿，
与 其 坐 等 ，不 如 主 动 出 击 加
以 整 治 。首 先 要 明 确 一 个 责
任 部 门 ，市 民 遇 到 此 类 问 题
知 道 该 找 谁 ，其 次 ，加 大 对

“ 僵 尸 车 ”车 占 道 的 惩 治 力
度 ，让 违 规 丢 弃 报 废 车 辆 者
得 不 偿 失 ；对 于 长 期 无 人 认
领 的 报 废 车 辆 ，相 关 部 门 要
加 强 监 管 处 置 力 度 ，主 动 进
行 清 理 ，进 而 创 造 出 一 个 整
洁有序的城市环境。

葛有话枣说

冯燮

戴忠群
初冬乍寒，天寒人心暖。

星期天，一个楼栋里十几户居
民自发到一楼张大妈家摆起
了“百家宴”，每户家里炒一盘
拿手好菜，摆在客厅大圆桌子
上，大家围坐在一起，谈笑风
生，其乐融融，畅叙邻里之情，
大家讲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老
邻居，请你多担待！

邻里关系非常重要，也是
社区和谐的基本元素，邻里关
系好了，社区里和谐了，社会
就稳定多了，人们就能在温馨
的氛围中学习、工作和生活。

楼上住户在晾台上用水
浇花，全然不顾楼下什么情
况，当楼下从晾台伸出窗外
晒被子时，你一浇水，泥水让
楼下白色的被子变成“花”被
子了；假期准备外出旅游，拎
一大包垃圾，随手放在对门
楼道口忘了带走，几天无人
问津，垃圾袋里的腐臭味充
满楼栋；家中有小型装修，没
有避开中午休息时段，让左
邻右舍无法睡好午觉；高层
住户为方便，从窗户往楼下
扔小废品，一楼院子里成了
垃圾场；在楼道里随地吐痰，

出门的居民看了恶心，只好
绕来绕去地下楼；楼上家中
小孩子放学了，为了运动，在
家里跳绳、踢毽子，弄得楼板
咚咚作响，楼下人无法休息；
该交暖气费了，有一户居民
就是不交，让整个楼栋挨冻，
供不上暖……

凡此种种都是一些鸡毛
蒜 皮 的 小 事 ，让 一 让 、做 一
做、忍一忍、想一想都能迎刃
而解：在晾台浇花前观察一
下楼下情况，不就行了吗？居
民们一个楼栋里住着，要相
互包涵，多为对方考虑，要有

宽容，豁达的胸怀。俗话说的
好“远亲不如近邻”，有的住
户家中突然有急病人，邻居
们赶紧帮忙送医院；对门钥
匙丢了，到我家坐一会再想
想办法；年龄大的邻居买粮
食回来，年轻人帮忙扛上去；
家里今天来的客人多一些，
动静大一点，给邻居们打个
招呼，请多担待！事不大，话
不多，但暖人心，我们人人都
这样去想，人人都这样去做，
邻里关系会越处越好，如果
我做的有不周到地方，道一
声：邻居，请多担待！

相相互互多多担担待待 邻邻里里更更和和谐谐

不不要要丢丢失失感感恩恩的的心心
赵青新

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星
期四，是西方的感恩节，这个
节日如今也在中国流行开来
了。每当这个时候，耳边就会
响 起 熟 悉 的 旋 律 ：“ 感 恩 的
心，感谢有你，让我们有勇气
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
运，花开花落，我们会一样珍
惜。”每次听到这首歌，就有
一股暖流在心头流淌。它恰
如其分地传达了一种感恩的
心情。

我们每个人从出生、成

长直至离开人世，随时随刻
都要呼吸着自然空气、沐浴
着日月光辉，随时随刻都离
不开他人的抚养、教育、关爱
和帮助。

然而，有一些人却不知
不觉地丢失了感恩的心。感
恩的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它需要后天的培养和教育。

我们的教育，常常过于
侧重功利性的学习，很多父
母看重孩子的知识、文化、学
习成绩，却忽视了对孩子的
品德教育，也很少告诉孩子

们如何拥有自己的情感并表
达自己的情感。在情感方面
缺失的教育，让孩子丧失了
爱的能力。不懂得感恩，必然
冷漠、自私。

同时，社会上的功利化
思想，也容易让人对感恩意
识产生错误的理解。我们很
少 看 到 那 些 得 到 过 别 人 帮
助 的 人 出 来 表 达 他 们 的 感
恩之情，甚至有人拒绝跟那
些帮助过自己的人见面。他
们 把 感 恩 意 识 当 作 精 神 上
的“包袱”，不愿意承担这种

“心债”。另一方面，确实也
有 人 把 施 予 变 相 转 化 成 了
一种支配他人的权利，这当
然是对感恩的亵渎。

鸦 会 反 哺 ，羊 能 跪 乳 。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投
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中
华 民 族 是 一 个 懂 得 感 恩 的
民族，有着深厚的感恩文化
和感恩传统，应当继承并予
以发扬。拥有一颗懂得感恩
的 心 ，天 天 便 都 是 感 恩 节 ，

“ 花 开 花 落 ，我 们 会 一 样 珍
惜。”

葛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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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孝心心也也要要讲讲究究适适度度
子女在城里安了家，而父

母依旧在农村生活，子女们
通常的做法是把父母接到城
里团聚享福。可是大部分过
惯了农村生活的老人们是过
不惯城里的生活，又固执地
回到农村生活。

有些子女不理解，城里
的生活优越，老人们为什么

还是喜欢农村的生活？其实
老人有老人的想法。两位在
城里生活过的老人向笔者诉
说了他们在城里的生活。一
位老人说他年龄大了，又咳
嗽又吐痰，进了屋里还得换
鞋，怕弄脏了孩子屋，自己也
感觉比在家时不方便。老人
说 他 是 一 天 也 不 想 在 城 里

住。另一位老人说他和老伴
在老家喂些鸡猫狗鸭，没事
再整理小菜园找村里的人拉
拉呱，来到城里谁也不认识，
在家闷出门车又多不安全，
感觉哪都不如老家好。

这两位老人说出了大多
数农村老人的心声。其实孝
顺父母不一定非得把父母接

到自己的身边，关键是自己
能常回家看看，常和父母联
系，从精神上和物质上满足
父母的需求。有时老人不在
身边比在身边过得还舒服，
其实尊重老人的意见也是一
种孝顺，千万不要因为自己
的孝心而扰乱了父母原有的
安宁生活！ （王昌卫）

11月12日齐鲁晚报·今日枣庄
以《以网友曝自己养老计划引围观》
为题报道了自己养老的新闻。

看罢这则新闻，笔者认为网友
的计划是看着很好的，可是大多数
人是实现不了的。25岁是大多数年
轻人刚刚参加工作的年龄，初入职
场工资普遍很低，再加上社交基本
上成了月光族的年轻人，有时还需
要家里贴钱，哪里还有500元存起
来？年轻人等工作稳定了薪水上涨
了，也该结婚了，挣的钱还要养家糊
口，成家后各项开支加大，更是很少
有钱存。另外个人存款养老是不靠
谱，是要承受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
风险，其实养老的方式有很多可供
选择的。

古语说的好，人无远虑必有近
忧。所以养老还是要提前打算。有单
位的人应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社
保养老就独生子女家庭而言，国家
建立科学养老制度，由社保基金统
一支付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方式，是
一种新型合理的国际化基本养老模
式，目前应当是最适合此类家庭养
老所需的方式了。每月固定由社保
部门支付一定数额的养老金，除高
消费外，大体能满足基本生活所需，
且其数额必随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逐
步增加，可保证生活无忧。

自从80后开始出现的第一代独
生子女，现已普遍进入社会就业期
了。目前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方式，
大多依靠的还是储蓄养老办法。所
以我们作为年轻人要树立正确的养
老观念，转变储蓄养老模式。没有单
位的和没有固定工作的人，可以在
自己所在的乡镇街道社区居委会和
村委会及时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农
村养老保险按年缴费。选择正确的
养老方式，转变储蓄养老模式，不仅
可以为自己节约资金，为老年生活
提供保障，而且间接的为子女减轻
负担。 （孙娇娇）

年轻人应树立

正确的养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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