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礼让斑马线”是文明驾驶的重
要原则，但对于如何认定机动车未
主动礼让行人，不少司机并不清楚。
近日，济南交警推出多幅图片，详细
解读如何“礼让斑马线”，并将根据
这些要求对违法违规的驾驶员进行
处罚。(本报今日A06版)

无论考虑到生命至上的原则，
还是为了维护城市道路的良好秩
序，“礼让斑马线”等文明驾驶的原
则，都应当得到驾驶人的普遍遵循。
交警部门做出的解读以及日常性查

处，既明确了车辆行驶时所应遵守
的规则，同时也有助于更多驾驶人
养成文明驾驶的习惯，维护道路交
通安全。

如今，汽车的保有量越来越大，
文明驾驶习惯却没能跟上“形势”。
那些在交通法规和驾照考试中所强
调的文明驾驶原则，并没有得到应
有的重视和普遍遵循，甚至在一些
人看来，抢在行人之前通过，才能体
现开车的优势。于是，车辆与行人争
路的现象，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我们
身边发生，今年5月份，一名男童就
是在省城某路口的人行横道上，被
飞驰的出租车撞倒身亡。随着城市
的发展和车辆的增多，文明驾驶习
惯缺乏所引发的安全问题越来越突

出，这种状况亟需得到扭转。
要想纠正驾驶陋习就得对症下

药，尤其离不开严格的执法活动。此
前记者采访时就发现，有的驾驶人
并不清楚什么是正确的做法，有的则
抱着“反正没人抓”的心理。此次济南
交警发布示意图，首先就是明确路况
不同、人车相对位置不同的情况下，机
动车该如何“礼让”，让文明驾驶有规
可循。在此基础上，对违规者的批评教
育和行政处罚，则是运用具有强制性
的执法手段，迫使驾驶人绷紧文明驾
驶的“弦”。立规矩加上抓执法，形成对
驾驶人的有力约束。

当然，以前的“自由自在”现在
要面临处罚了，确实会让一些驾驶
人感觉不适应，但文明驾驶习惯的

养成，就需要经历一个磨合的过程。
在“礼让斑马线”方面，其他地方已有
成功的例子：广西南宁今年3月启动了
一系列相关活动，目前八成以上的车
辆已经能够做到礼让行人了；而在类
似行动开展更早的杭州，礼让率则高
达93%。山东作为礼仪之邦，怎能在“礼
让”方面甘于人后，对于交警部门的严
格执法，驾驶人要用自觉自律的行动
加以支持，以此为契机养成文明驾驶
的习惯。

能否“礼让斑马线”不仅关系到
行人的安全，更关系到整体性的道
路秩序。身处在钢铁外壳中的驾驶
人，在面对走上斑马线的行人时，不
妨多做些换位思考。毕竟，没有人永
远坐在车里。

A02 评论
2014年7月29日 星期二

编辑：吴金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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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没有严管，就没有“礼让斑马线”

□张枫逸

因为之前签订合同中规定“就
职9年未评职称的老师必须离职”，
从2004年起任讲师的清华大学教师
方艳华如今已到了“非升即走”的最
后期限。五天里，帮助方艳华请愿留
任的毕业生来信有50多封。(7月28日

《中国青年报》)

不仅是清华大学，眼下“非升即
走”制在国内很多高校施行，其核心
理念就是“分级流动、末位淘汰”，教师
在约定聘期内不能向上一级晋升职称
则不予续聘。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通
过制度设计鼓励竞争、促进流动，保证
最优秀的师资力量，本无可厚非。

然而，问题在于现行高校职称

评定标准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学
术论文和科研成果。对于那些由于
承担了比较多的教学任务、没有时
间和精力兼顾科研工作的教师来
说，这样的职称评定并不公平，以此
决定其去留更难以服众。

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都是高
等教育的功能，但长期以来国内一
些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现象十分普
遍。可以想见，拿职称评定“绑架”教
师去留，必将进一步导致科研和教
学之间的失衡，乃至于误伤那些淡
泊名利潜心教学的教师。

诚然，我们需要相关机制来优化
教师队伍，提高积极性主动性，但评
价指标不应是单一的，而应有多个维
度。对于学术型教师，可以看其学术
水平，科研成果；对于教学型教师，则
应把评价权交给学生，让潜心培养学
生的优秀教师也能得到认可。

公共话题辩论

求真重于求胜

这几天，因“转基因食品该不
该吃”产生骂战，方舟子和崔永元
从微博转战至法庭，互指对方侮辱
诽谤、侵害名誉。从斗嘴到说法，这
场官司不管胜负如何，都有一定的
标本意义，尤其是，比起一些人的

“微博约架”，应该说是一种理性的
回归。

只是，一场原本围绕科学命
题的公共辩论，最终在互斥“流
氓”“骗子”的骂声中收尾，还是令
人心生感慨。当严肃的科学探讨，
变成关乎名誉尊严的捍卫之战；
当对转基因的关注，成为“挺方还
是挺崔”站队表态；当摊开手掌的
公共辩论，成为攥紧拳头的相互

攻击，这种戏剧性的结局，恐怕不
是各方都愿意看到的。

近些年来，公共辩论“剑走偏
锋”的现象并不鲜见。这不仅拉低
了公共辩论的价值，许多时候也
冲破了法律道德的底线。究其
原因，往往是伸张正义的急迫、
求胜心切的冲动，让预设立场
左右了事实选择，让站队逻辑
取代了是非判断，让意气之争
消解了话题本身。想赢怕输是
人之常情，但在公共辩论中，比
输赢更重要的是，我们由此展现
什么，从中学到了什么；通过辩
论，我们是否拓展了视野、开阔了
思路、激发了思考。(摘自《人民日
报》，作者范正伟)

葛媒体视点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非升即走”让老师的路越走越窄

葛公民论坛

文明驾驶习惯的养成，需要经历一个磨合的过程。对于交警部门的严格执法，广大驾驶人要用自觉
自律的行动加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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