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石家庄市出台新政策，从5

月1日起，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外地
车禁入二环。

限行外地车确实能达到消减
交通流量的目的，而且易操作、见
效快。但是，衡量这一方案是否合
理，不能只盯着这一个方面。对缓
解拥堵而言这只是权宜之计，而且
对外地车和本地车的差异对待，存
在着负面效应，从中体现出的画地
为牢、拒人门外的倾向，也背离了
整合要素、区域协作的城市化大方
向。

城市限行外地车，是北京、上

海开的头。这一政策甫一出现，即
受到过质疑——— 同样缴税的外地
车通行自由受限，涉及公平性问
题，也会给外地群众甚至是本地市
民造成诸多不便。但考虑到这些城
市的人口规模和交通现状，加之其
在“限外”的同时有限牌、限号等

“对内”之举，这一权宜之计也得到
不少人的理解。但这次连中等规模
城市石家庄也祭出“限外”法宝，多
少有些“东施效颦”。即使当地解
释，因地铁开建，一些主干线已届
国际公认的拥堵警戒线，也难以让
人信服——— 治疗拥堵病需要城市
规划、路网建设、公共交通配套等
方面多管齐下，若一拥堵就采取此
类急就章的办法，当地政府确实省
了事，但对缓解深层次矛盾没有实
际作用，还会增加群众的负担。别

的不说，如果河北其他地方的群众
因急病跑到省会，还得提前致电申
请，这不是添堵嘛！

何况，单纯对外地车通行自由
进行限制，难逃排外嫌疑。当地交
管部门回应称，此次削减机动车总
量，绝不是针对外地车，因为即使
挂“冀A”牌照，环卫清扫、园林施工
和所有货运车辆也不能在工作日
的早晚高峰上路行驶。但“外地车”
和“本地作业车及货车”属于两个
不同的维度，这一回应显然避重就
轻。尤其在京津冀一体化刚被提上
日程的当下，石市此举更给人逆流
而动之感。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在
石家庄之前，北京、天津已经对外
地车限行，三地如此“前仆后继”，
实际上是提高了区域协作的门槛。

况且，石家庄和京津情况并不

一样。虽然临近首都，但当地处境
多少类似于“灯下黑”，对优质资源
的吸引力不足。如今限行外地车的
政策一出，不仅增加了经贸往来的
成本，而且无助于营造开放、包容
的城市形象，这对当地的长远发展
并非好事。

公众之所以特别关注石家庄的
限行政策，还有一点，就是担心此例
一开，别的城市会群起效仿。假若你
限我限一起限，不但普通老百姓的通
行自由没有保障，资源要素自由流动
也将大受影响。目前社会已普遍认识
到区域协作的重要性，希望消除行政
区划壁垒，扩展城市发展空间，但如
果各地跳不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固
守本位主义，光想肥水不流外人田，
那打造城市群、实现区域一体化就会
前路漫漫。

A02 评论
2014年4月22日 星期二

编辑：娄士强 组版：刘燕

QILU EVENING NEWS

www.qlwb.com.cn

本报地址
济南泺源大街6号

邮编
250014

传真（0531）
86993336 86991208

读者服务中心
96706

报纸发行（0531）
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0531）
82963166 82963188

82963199

差错投诉
96706

发行投诉（0531）
85196528

邮政投递投诉
11185

即时互动平台

新浪官方微博
weibo.com/qlwb

腾讯官方微博
e.t.qq.com/qlwbyw#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赵丽

竞相限制外地车给城市化添堵
对缓解拥堵而言这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对外地车和本地车的差异对待，存在着负面效应，从中体现出

的画地为牢、拒人门外的倾向，也背离了整合要素、区域协作的城市化大方向。

在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传统之
中，“部门利益”是一个让很多人既
爱又恨的东西，它是为“小圈子”服
务，却往往以损害“大圈子”的公共
利益为代价。

纵观当前，一个部门或系统往
往约等于一个完善的“产业链”———
源头是行政性垄断的权力支撑，中
下游则是灿若繁星的挂靠产业和中
介结构，形成蔚为大观的“权力部门
化，利益集团化”格局。主管部门本能
地呵护下属企事业单位、阻碍竞争者
进入，下属单位则向主管部门输送利
益。更有一些“利益觉醒”部门，以往

更屡屡以“改革”之借口不断强化职
权，扩大部门利益。

任何既得利益都有自我固化、
强化的惯性与本能，破除这种狭隘
的部门利益，必然体现为权力和利
益的重组，我们不应指望所有部门
都心怀大局意识，主动交出权力和
固有利益，事实上，这必将是一个充
斥着或明或暗的讨价还价声的漫长
过程。唯有从“顶层设计”的高度着
手整顿，方有望遏制部门本位主义。
(摘自《广州日报》，作者徐锋，原题
《“部门利益成行政改革最大阻力”
再反思》)

对公众普遍拍手称快的反腐，
有些角落近来传出不当非议。有人
重拾“腐败是经济发展润滑剂”的
老调，据说，再这样反腐下去，消费
需求会削弱，经济增长会跌破目标
下限，就业受冲击，进而殃及社会
稳定。

事实早已表明，长远来看，腐败
终将损害一国经济增长，徒增交易
成本，败坏公序良俗，侵蚀企业家精
神。腐败或可支撑一时的寄生性消
费或投资，如天价楼市、奢侈餐饮、
名车珠宝乃至色情业，但是，这种

“非理性繁荣”不过是一阵泡沫，必
将破灭。如果反腐果真造成某些商

品或服务需求一时疲软，它或者本
来就不该强劲，或者其疲软有益于
整体经济长远发展。如果确如某些
机构所言，中国经济将为反腐付出
代价，对腐败一向深恶痛绝的广大
中国民众，特别是久受贪官污吏盘
剥之苦的企业家，自有足够的勇气
去承担这种“代价”。

约略而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
体组成至今，做了两件大事，一为通
过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一为大力
反腐、坚持有成，二者相辅相成。凡
是真心拥护改革者，必定真心拥护
反腐。不反腐，改革将寸步难行。(摘
自《新世纪》周刊，作者胡舒立)

□张榕博

没有人否定绝症与死亡之间
的关联，但是生命总会有奇迹发
生。胜利油田普通的一线采油工人
吴吉林就用他的敬业精神创造了
生命的奇迹。(本报今日A05版)

在2007年被查出身患淋巴癌
时，医生就判了吴吉林“死刑”，预
计他只有三 个 月 到 半 年 的 时间
了。然而他一边寻医问药，一边在
工友的不断求助中发现了自己剩
余生命的价值：作为一名技术员，
他仍然可以看书、查资料，甚至下
床走路、前往一线。在“离开一线就
完了”的使命感中，在用敬业精神
对抗病魔的六年里，吴吉林完成了
48项技术专利，逐渐走出了对死亡
的恐惧。

当然，吴吉林身上的这种敬业
精神，也是有传承的。作为一名一
线采油工人，成为技术人员是惯常

的一条职业上升之路，甚至吴吉林
的师傅代旭升也坦言，如果不竞聘

“大师”，他就是一名普通工人。但
是他的父亲和师傅都没有功利地
教会他“升迁”之道，而是告诉吴吉
林一个最朴素的价值判断标准，以

“帮工友排除故障”为荣，以“被工
友问住”为耻。正是这种对职责最
朴素的理解，成了吴吉林对抗癌
症、撑起生命的支点。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相比
吴吉林都是幸福的，但我们还是常
听到各种各样的怨言。计较回报的
人多了，强调贡献的人少了，在我
们很多人眼里，职业不过是谋生的
工具，丝毫谈不上荣誉感或是敬业
精神了。越是想法多，越增加烦恼，
工作也就成了负担。再看创造生命
奇迹的吴吉林，或许有一点是值得
我们学习的，那份对工作的执着，
那份对职业单纯的热爱。
(作者为本报时政新闻中心记者)

张枫逸

4月20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张立勇“庭长必须会做饭
炒菜”的言论引发热议。记者了解
到，河南部分地方法院正在积极
贯彻落实指示，有的基层法院更
是提出，庭长一个月学不会做饭
就要调离岗位。(4月21日《南方都
市报》)

在基层法院调研时，张立勇
院长曾说过：“午饭吃不好，工作
不可能干好。如果恰好当事人请
客，可能就出去吃人家的了。”这
句话的初衷在于防微杜渐，杜绝
一切腐败隐患。由是观之，“庭长
会做饭”更像对庭长、法官的叮嘱
和提醒，告诫其要洁身自好，不要

吃人嘴短、拿人手软。
当然，“庭长会做饭”虽然用

心良苦，但在基层执行中还要避
免教条主义。报道中提到，一些基
层法院准备将一个月学不会做饭
的庭长调离，并将做饭纳入年终
考核，实行一票否决，这其实是会
错了意，背离了“庭长会做饭”的
言论初衷。这样的做法，既反映了
一些基层组织“上有所好、下必甚
焉”的惯性思维，也是工作中形式
主义、教条主义的体现。

事实上，法院最基本的职能
是依法办事、公正司法，做好本职
工作才是最重要的。即便张立勇
的那句话并非缓和气氛的玩笑，
基层法院在选择是否执行时，也
该好好掂量一下。

□敬一山

去年8月开始，湖北省鄂州市
人才办与武汉大学联办“总裁班”，
每学年每人学费4 . 2万元，政府补
贴2 . 6万元。湖北省人才办负责人
回应说：“培训高素质的企业家人
才队伍，是党管人才的重要内容。”
(4月21日《湖北日报》)

企业总裁学习，政府买单，湖
北鄂州不是第一处，此前成都和安
徽无为县等地，都曾有过类似探
索。企业老总一般都不太会缺这几
万块钱，政府何必总抢着去干锦上
添花的事，还不如把这些钱拿去资
助贫困学生。要知道，用不到刀刃
上的钱也是种浪费。

或许在地方政府看来，补贴
“总裁班”比资助贫困学生更“划
算”，既用公家的钱拉近了官员与
企业家的感情，还能在总裁的业绩
上记上政府的功劳。这种花钱方式
和贪污腐败有本质上的区别，只要
能带来好的结果，似乎极少会被问
责，即便存在问题也容易被忽视。
需要追问的是，湖北拿出一般预算
的2%去搞培训，花的可是纳税人
的钱，这经过了怎样的审批程序，
地方人大同意了吗？

事实上，地方政府支持企业发
展，原本可以找到比补贴“总裁班”
更好的方式，比如简化行政手续
等。营商环境的改善，远比扶持几
个总裁更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以“顶层设计”破“部门利益”

反腐与改革相辅相成

葛媒体视点

葛记者手记

多一点热爱，少一点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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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公民论坛

警惕“庭长做饭”背后的教条主义

公款补贴“总裁班”也是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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