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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德州市C1驾考科目
三首次实行全程计算机评判模
式，即所有考试项目都在电子
监控之下。科目三驾考改革后,

考生通过率大幅度降低，甚至
跌至一成。对此，记者了解到市
区部分驾校11月份科目三考试
计划推迟，有的教练称自己不
一定能考过。据了解，目前各个
驾校教练正在接受培训。(本报
11月18日C07版)

科目三改革实现了全程电
子监考，考试项目从原来的12

项增至16项，这让不少考生遭

遇了驾考“滑铁卢”，一时间，拿
到驾照的人万分庆幸，担心过
不了关的学员纷纷弃考。驾考
难度升级，虽然短期内让不少
考生叫苦连天，但长远来看对
公共利益是个利好消息。这是
因为，“掺水”的驾照远比“山
寨”的文凭危害更大，提高驾驶
证的“含金量”无疑是给今后的
交通出行加上了“安全阀”。

驾驶技术人命关天，来不
得半点马虎，近几年“马路杀
手”导致车毁人亡的消息频频
见诸报端，这背后凸显了驾驶

员不良的驾考习惯和淡薄的交
规意识，难辞其咎的便是驾培
不到位和把关不严格。众所周
知，考驾证是一种需要实际操
作、直面行车安全的技能培训，
加强处理复杂路况的能力测
试，增进安全行车知识的“活学
活用”，既是对确保驾照质量的
从严把关，还是对包括学员在
内所有人身安全的高度负责。
我们也理应为这次强调实战和
尊重生命的驾考改革叫好。

当然，德州在省内率先投
用电子评判系统，为驾考改革

探路的同时，莫要让考生成为
无辜的牺牲品。面对驾考新变
化，驾培机构要尽快度过难度
升级带来的阵痛期，安排教练
接受新的系统培训；监管部门
也要站在公共利益和个体权益
的平衡视角，对驾考难度进行
综合考量，调研分析驾考难度
与交通事故之间的逻辑关系。
唯有让交通安全得到最大限度
保障，公众才会真正信服政策
之调整。我们期待着，驾考由

“难声一片”，向“赞声不断”尽
快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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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驾考考改改革革要要最最大大限限度度保保安安全全
□刘振

一家之言

免免费费就就医医模模式式可可以以好好好好推推广广
□王乐伟

治疗、住院费用全免，住院
期间一日三餐费用也由医院承
担，从9月1日起，宁津县 1 1个
敬老院867名老人的就医问题
得到解决。据报道，截止到目
前，宁津县中医院“公益助老”
活动已经接收了200余位老人
住院治疗，减免金额达23万余
元。就凭这些受益的老人，我
们一定要为管理者的魄力点
个赞。诚然，这样的模式需要被
效仿，让弱势群体得到越来越
多的关心。

时至今日，“看病难、看病
贵”依然是一项社会顽疾，拿
敬 老 院 的“ 五 保 户 ”老 人 来
说，受益于政府部门的救助，
老人们吃住已不是问题，但由
于资金受限，老人们的医疗需
求仍然不能得到满足。小病可
以在医务室解决，可一旦有大
病需要治疗，就算新农合报销
75%，剩下的25%仍然是难以解
决的问题。

宁津县中医院的尝试给我
们带来了更多希望，每个科室

为老人们预留了三四张床位，
这无疑让老人们安心，在生病
的时候打一个电话，便会在最
短时间内到医院接受免费治
疗，再不会因为治疗费用问题
而耽误治疗。

毋庸置疑，除了敬老院老
人，社会上还有很多弱势人群
需要帮助，小到一个低保户，大
到一个困难群体。庆幸地是越
来越多的利好政策倾向他们，
可抛开这些政策福利，不在政
策范围内的经济负担足以拖垮

他们，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这
样有魄力的管理者。

可能出于种种原因，医疗
资源也好，资金也罢，有的医
院无法做出这样的决策，但
能否利用好有限的资源，做
出超价值的贡献，哪怕从一
个小群体做起，这都考验着
管理者的智慧和勇气。我们
希望，有更多的管理者能做
到“莫以善小而不为”；我们
期待着，从社会弱势群体开
始，看病不难不贵。

图个乐呵

@人民日报

说白了，春晚无非就是一顿
大众文化的年夜饭，迎新、乐呵、
热热闹闹，营造一种荧屏气氛，
让海内外观众高高兴兴、团团圆
圆过大年，才是其本意，没有必
要将上不上春晚、春晚演了什
么，视为人生大事，也无需将春
晚与文化兴衰进退联系得那么
紧密。

拿了块地

@小宇他爸2011

吃晚饭的时候，爸爸突然抬
头跟我说：我今天帮你拿了块
地…我突然一顿，我就知道我其
实是隐形富二代！之前的贫困都
是家里为了磨砺我！时机终于成
熟了！他们终于肯让我大显身手
了！于是我强忍住内心的激动，
用尽量平和又不经意地语气问
到：“哦，哪块地？”…“顺丰快递”

不舔奶盖
@北京青年周刊

现在都喊自己丑，一爆照来
美成狗。都说自己是学渣，却把
考试虐成渣。整日叹息乐感差，
唱起K来成麦霸。喜欢嘲讽自己
穷活得不自在，喝起酸奶盖都不
舔。人生已如此艰难，你又何必
装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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